
本报讯（记者孙杰）按照《无
障碍设计规范》的相关要求，无障
碍机动车停车位地面应涂有停车
线、轮椅通道线和无障碍标志。近
日，记者走访了我市部分大型宾馆
酒店，发现部分无障碍停车位设置

不规范。
在沧州高铁西站附近的维也纳

国际酒店，酒店大门两侧墙面上各
贴有一张A4纸大小的“无障碍停车
位”蓝色标识，标识只有走近了才
能看到。此外，标识下方地面上什
么也没有，连车位线也未画出。

在阿尔卡迪亚酒店，酒店大门
入口处有两个明显的无障碍停车

位，无论是停车线、轮椅通道线还
是无障碍标志都一应俱全。可是，
无障碍停车位上依次放了五个户外
木制花箱，花箱里栽种着繁茂的植
被。倘若需要使用这些无障碍停车
位，要先请工作人员将这些沉重的
花箱移走才行。

在民族会馆，无障碍停车位同
样设在酒店大门入口处。不过，地

面仅画有一个轮椅标识，并没有停
车线。工作人员为防止车位被占
用，还特意拉起一条线并摆上几个
塑料路锥。

宾馆饭店客流量大，设置无障
碍停车位既是客观要求也是酒店温
情细致服务的体现。希望相关部门
加强监管，让无障碍停车位设置更
加规范实用。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我们小区有几只流浪猫，物
业人员轰了很多次，它们依旧来
回打游击。因为有人投喂猫粮，
它们就在小区的各个角落安了

“家”。有爱心是好事，可有些业
主不分场合，到处投放猫粮，实
在让人头疼。

有只小花猫把“家”安在了
我们楼道口负一层车库拐角处，
这个地方往南是地下室，往北对
着电梯口。很多业主需要驾车出
行，乘坐电梯到达负一层，电梯
门一开，小花猫就扑上来“喵
喵”叫，好像是在讨些食物。负
一层是声控灯，平时黑漆漆的一
片，有人经过时灯才会亮，突然
窜出一只猫，会吓得一些人惊慌
失色。因此，不少业主反映，这
小花猫“家”安得不是地方。

它把“家”安在这儿，是因
为我们楼道一些业主很有爱心，
经常前去投喂。有一次，听打扫
卫生的阿姨说，业主因为负一层
脏乱投诉了物业，说楼道口有一
坨排泄物，清洁人员赶紧过去打
扫，才发现这并非排泄物，是有
好心的业主为了给流浪猫改善伙
食，投放了猪内脏，实在让人哭
笑不得。

前段时间，因为我们楼道流
浪猫的伙食好，又跑来了一只蹭
饭的，两只猫每天上蹿下跳、嬉
戏打闹，自在得不得了，一些业
主却苦不堪言。

“夏天到了，流浪猫天天在
电梯口跑，真怕有跳蚤进入电
梯，带进家中。”一些业主表
示，“我们不反对邻居喂流浪
猫，只是爱心投喂也应该有分
寸，不应该在人多而且密闭的空
间收留它们。”

有业主投诉到物业，物业人
员也很无奈。因为他们曾多次驱
逐流浪猫，可隔三差五就能在楼
道里打扫出来猫粮，猫自然会嗅
着气味再回来，这也影响了小区
的整体环境。

其实，流浪猫在很多小区里
都有。我在一则新闻上看到，有
的小区专门寻找了一处空置场地
设为固定喂食点，爱心人士成立
了志愿团队，对小区里的流浪猫
定点喂食喂水，杜绝了剩饭剩
菜。这既能给流浪猫一个舒适

“家”，也能让小区环境更整洁，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当我看见杨龙岗老师把女儿
送回来时，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每天这样无怨无悔地照顾孩子，这
就是大爱无疆……”张平举站在家
门口，不时地往远处望，满怀感激
地说。

张平举的女儿张智涵在黄骅市
第二中学就读。一个月前，张智涵
不慎扭伤了脚，导致右脚踝骨骨
裂，无法行走。为了不耽误学习，
第二天，张平举就早早地背着女儿
前往学校。教室在 3楼，张智涵体
重有50多公斤，父亲背着她走到教
室，很是吃力。到了教室门口，老

师杨龙岗和几个同学赶快帮忙拿拐
杖、书包，搀扶张智涵进教室。看
到这一幕，张平举便放心地去上班
了。

张平举在吕桥镇上班，为了能
够按时接女儿放学，他一下班就得
急忙往学校赶。正在他发愁如何每
天按时接女儿放学时，女儿的一通
电话让他吃了定心丸：“爸爸，杨
老师说可以每天送我回家，你不用
来回跑这么辛苦了！”

从那天起，每天张平举负责送
女儿上学，杨龙岗负责放学后送张
智涵回家。其实，今年50岁的杨龙

岗背张智涵下楼也很费力，但是他
从未抱怨过一次。最初他背学生下
楼时，总感觉脚上使不上力气，为
了保障张智涵的安全，他只能慢慢
地、一步一步地摸索着下楼梯。这
段路虽然不长，但是到楼下时，每
次都会累得气喘吁吁。为了不耽误
时间，杨龙岗来不及喘口气休息一
下，又连忙骑上电动车护送她回
家。

“杨老师，太感谢您了！”看
老师累得满头大汗，张智涵感激
不已。“孩子，你尽管踏实学习，
别的什么都不要想。我就是你的

‘拐杖’。”每次面对张智涵和家人
的感谢，杨龙岗总会笑着说，“其
实这真没什么，时间长了，慢慢
就不觉得累了，我就当锻炼身体
了。”

在杨龙岗看来，学生就像他
的孩子一样，照顾好学生们是他
的职责，只要学生需要，他永远
是大家的守护者。他说，能够尽
自己最大所能去帮助学生，不耽
误他们正常学习，苦点、累点也
值。

在杨龙岗的带动下，班里的
一些学生也成为张智涵的小助

手。每天主动扶她上厕所，放学
帮忙拿拐杖、书包……“听孩子
说，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照
顾她，我们很感动，非常感谢大
家。”张平举说，虽然孩子受了
伤，但是收获了一份特殊的师生
情，非常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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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瓶瓶肚的地方色彩要鲜艳，
多用亮色，间隔着还要搭配白色，对
比强烈。”在新华区农林局宿舍小
区，86岁的老人刁玉凤一边用烟盒
制作花瓶，一边介绍她研究出的“诀
窍”。15年来，她用废烟盒折出了几
百件精美的工艺品，让晚年生活有了
乐趣。

2007年，刁玉凤的老伴儿过世
了，她不愿儿女把太多时间花在自己
身上，总是说：“我身体还硬朗，能
照顾好自己。”那段时间，电视里有
个教折纸的节目，让她对此产生了兴
趣。

刁玉凤边看节目，边顺手拿起一
副旧扑克牌跟着学。“先把纸牌做成
一个个三角插，然后按顺序一个个插
起来，一会儿就能做出了一个小笸
箩。”几年来，刁玉凤学会了做公
鸡、葫芦、花瓶等各式各样的工艺
品。床头摆放的一对“母子天鹅”是
她的最爱，样式十分精巧。“每天起
床，看到这对天鹅，我的心情就特别
舒畅，整天都会很开心。”

平日里，刁玉凤看到好看的东
西，都会试着用折纸做出来。邻居家
有个彩色花瓶，非常好看，她就买来
不同底色的扑克牌，一连折了一大笸
箩的三角插，还按照色彩分了类。刁
玉凤说，这种折纸最难的是构思，要
根据形状搭配颜色和数量。结构框架
做好后，还要用胶水粘一下才更结
实，这一个花瓶，她就用了 18副扑
克牌。

从那之后，她对折纸的热情一发
而不可收，折纸也成了她晚年生活的
好伴侣。她说：“自己有个爱好，就
不觉得寂寞。”

折纸几乎成了刁玉凤每天必做的
事。“儿女们知道我有这爱好，没事
就给我买扑克牌。小儿子有一次给我
买了 100副。”刁玉凤说，扑克牌不
贵，可自己折纸用量大，时间久了也
是一项不小的支出。于是她就琢磨寻
找其他合适的折纸材料。

有一天，她和邻居们闲聊时，看
邻居刚好抽完一盒烟，红色的烟盒十
分好看。刁玉凤把烟盒要了过来，试
着折了几个三角插。“烟盒的色彩鲜
艳，硬度适中，折出来的效果不亚于
扑克牌。”从此之后，烟盒就代替了
扑克牌，成了她折纸的好“宝贝”。
邻居们有谁抽烟，她都清楚，就主动
找他们“预定”，让他们把烟盒攒
着，到时都给她。刁玉凤用烟盒折纸
的事情在小区里传开了，有的邻居外
出遛弯儿，看到有烟盒，还会捡起来
带给她。

刁玉凤把烟盒展开，剪成一张张
小长方纸片。家里的笸箩里，都是剪
好的各种颜色的烟盒纸片。这个笸箩
就是刁玉凤做的成品。刁玉凤折纸，
开始做得最多的就是小笸箩，既美观
又实用。有时，一连气折出十几个小
笸箩，全都送给邻居们。为了防止小
笸箩散架，她还用棉线对底圈进行缝
线加固。

刁玉凤的折纸作品不只美观实
用，还有很好的寓意。有一次，邻居
生病住院了，刁玉凤知道后，特意为
他制作了花瓶、天鹅、葫芦送了过
去，寓意平平安安、吉祥福禄。“这
花瓶做得很漂亮，每天插上花，看着
心情也舒畅。”邻居出院时，还怕家
人把花瓶给忘了，自己一路上抱着回
的家。

刁玉凤做的折纸工艺品，楼上
楼下的邻居都送了个遍。很多人看
到刁玉凤做的工艺品，都求她送给
自己一个。面对请求，刁玉凤一律
应承下来，老人也从不会让大家失
望。她把折纸当成一项不计酬劳的
工作。她总说：“只要大家喜欢，我
就开心。”

精巧可爱的人物角色，表情丰
富的艺术形象，搭配上别出心裁的
场景布置，栩栩如生的面塑就呈现
在了眼前。这些精巧可爱的面塑出
自37岁的民间艺人何秀萍之手。何
秀萍生长在甘肃，从小受艺术熏
陶。几岁时，敦煌艺术的种子就在
她的心里生根发芽。两年前，何秀
萍随家人来到任丘市会战道街道创
业二社区，也把敦煌艺术和传统面
塑技艺带到了当地。

花馍技艺代代相传

“敦煌，是博大精深的艺术宝
库。我手中的飞天造型就是敦煌艺
术的标志。”何秀萍右手持刻刀，
左手拿着《反弹琵琶》的飞天造型
面塑，精心地为即将成型的作品修
饰细节。只见这个人物面塑半裸束
裙，披巾戴冠，左手持琵琶于颈
后，右手反弹拨弦，出胯旋身，婀
娜妩媚。这个面塑“个头”有25厘
米高，是经过何秀萍的巧手制作了
一周才完成的。

“最初接触面塑，要源于家乡
的花馍。花馍是西北的一大特色，

代表着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何秀萍说，在村里，她的奶
奶是有名的制作花馍的手艺人。母
亲结婚后，一直跟随奶奶制作花
馍。因民间礼俗，当地人对花馍赋
予了更多内涵。村里遇到重大节日
和殡葬礼仪，都会邀请奶奶和母亲
前去制作花馍。

何秀萍从小看着他们制作花馍
长大，各式各样的花馍也让何秀萍
的童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几岁
时，她就会制作花馍了，也掌握了
很多“绝技”。“一个面团，用木梳
子可以压出动物的毛发，用钥匙可
以压出鱼的鳞片，用剪刀可以剪出
小鸟的嘴巴，加上不同颜色的豆子
做装饰，一个活灵活现的动物花馍
就制作而成了。”儿时的乐趣为何
秀萍选择与面塑相伴一生打下了基
础。

辗转各地拜师学艺

从小耳濡目染，何秀萍受家乡
特有的民俗文化熏陶，也爱上了这
代代相传的民间传统技艺。何秀萍
每天面对的都是面团和颜色，沉醉

其中不能自拔。何秀萍说：“爱上
面塑，是命中注定。”

2004年，年仅 19岁的何秀萍
参观了莫高窟之后，看到造型生
动、神态丰富的壁画和彩塑，被中
华民族艺术的瑰宝深深震撼，仿佛
融入了流淌的血液中，从此决定要
和艺术相伴一生。

“多希望通过我的手，也可以
做出敦煌飞天啊！”第二年，何秀
萍为了心中的梦想，带着多彩的小
面团，踏上了外出学艺之路。为了
做出令自己满意的面塑作品，何秀
萍又拜中国面塑大师王玓为师，学
习独特的面塑技艺，融合宏伟壮丽
的敦煌艺术，创作出了无数佳品。

“做面塑前，要先制作面团，
然后做出动态支架，再做出内胚
体态，最后还要制作服饰。衣服
要做得飘逸，像是在迎风微动，
衣带和结扣都要穿插分明。”何秀
萍拿着小刻刀，将敦煌壁画中的
平面形象转化为一尊尊惟妙惟肖
的立体塑像。除了制作人物形
象，还要精心做出场景设计，向
众人展示指尖上敦煌艺术的精美
再现。何秀萍说：“看到它，就好
像自己回到了敦煌。”

上百件佳作被收藏

何秀萍最爱制作古典人物面
塑。10余年间，她除了辗转各地学
习传统的面塑技艺，还潜心研究中
国古典文化和神话故事，努力将中
国古代传统文化与面塑完美结合。

享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
花之貌”美誉的中国古代四大美
女，是何秀萍非常喜爱的人物形
象。西施浣纱时的粉面桃花、昭君
出塞的悲怆之情、貂蝉拜月的惊人
美貌、贵妃醉酒的娇羞神态，都在
何秀萍的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人物面塑最难做的当属面部

神态。肌肤不仅要呈现柔软和韧
性，还要达到‘神采奕奕，栩栩如
生’的效果。除了考验手上技艺，
还要把自己融入面塑人物里，理解
人物性格和他背后的故事，才能做
到刚柔并济，合理把控好线条直
曲、转折和动势，做出精美绝伦的
艺术作品。”近年来，何秀萍将中
国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的审美相结
合，融合创作出了 《八仙过海》
《四大美女》《京剧名旦》等很多精
美的面塑作品，上百件面塑作品被
全国各地收藏界人士珍藏，更有一
些优秀作品被收藏在多家民俗馆、
文化馆。

何 秀 萍 认 为 ， 潜 心 面 塑 制
作，不单是因为面塑好看，更是
因为这种指尖艺术寄托了自己的
美好理想和太多的感情。“我希
望，能以面塑的形式呈现出更多
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敦煌艺
术和中国古典文化。同时，也期
待更多人参与进来，共同把面塑
这项中国传统技艺传承下去。”何
秀萍发自肺腑地说。

神采奕奕的人物面塑受大家喜爱神采奕奕的人物面塑受大家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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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人何秀萍民间艺人何秀萍：：

巧手秀技艺巧手秀技艺巧手秀技艺
面塑传神韵面塑传神韵面塑传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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