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莲蓬，这是南瓜，
这是拼接提包……”今年 10
月，渤海新区黄骅市齐家务镇
齐西村村民高艳莉，在村里开
了一家服装店，手巧的她把碎
布做成了布工艺，摆在靠墙的
展台上，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要是自己也能做出布工
艺，那该多好。”村民李琳摆
弄着这布工艺，爱不释手。看
出她喜欢，高艳莉就送了她一
个拼接手提包、一个莲蓬，并
对她说：“这样，你没事就来
我店里，我教你怎么做。”

“莲蓬是用麻布做的顶，
里面填充棉花，再钩出一个个
莲子的形状；茎也是用布做
的，用藏针法缝的接口。南瓜
就是用两张大点儿的圆布，上
下拼接，中间填上棉花，再把
周边的楞缝出来就可以了。”
高艳莉耐心地给李琳讲解制作
方法。

如今，李琳基本学会了做
布工艺，还把用碎布做的手工
布艺品发到微信朋友圈展示，
获得了朋友们的点赞好评。李
琳说：“这都是艳莉姐教得
好，我才能变废为宝。”

高艳莉手巧，人也热心。
来她店里的顾客，看到高艳莉
在教人做手工布艺，也跟着凑
过来看。之后，再来她店里的
客人，只要对她制作的手工品
有兴趣的，她不仅会告诉对方
制作方法，还让她们尝试制
作。就这样，高艳莉很快吸引
了一批爱好者，看着身边的人
利用旧物做出富有创意的布工
艺作品，高艳莉非常高兴。

在高艳莉的指导下，有些
人不仅学会了她教的样式，还
做出了新样式。刘志展就是其
中一位，她一有时间就往高艳
莉那里跑。这两天，她还摸索
着做出了布工艺仙人掌。

其实，用碎布做书包、做桌
垫是老一辈人常做的事儿，那是
为了生计。如今，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了，用碎布做生活物件自然
也少了。高艳莉教大家用碎布做
布工艺，唤起了人们的回忆，传
承了勤俭节约的精神，让人们找
到了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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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科普知识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大家务必要坚
持科学规范佩戴口罩，保持
安全距离，不扎堆不聚集，
非必要不外出。

口罩为什么能预防感染
呢？口罩是由无纺布、熔喷
布组成，这些特殊的材料不
仅可以阻止外界有害物质进
入呼吸道，而且还可以避免
自己打喷嚏、咳嗽、讲话时
喷出的飞沫跑到空气中。

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途
径就是飞沫传播，戴口罩可
以有效减少新冠病毒感染风
险。研究显示，在公共场合
近距离接触时，新冠病毒携
带者不戴口罩，健康者也不
戴口罩，传染概率90%；新
冠病毒携带者不戴口罩，健

康 者 戴 口 罩 ， 传 染 概 率
30%；新冠病毒携带者戴口
罩，健康者不戴口罩，传染
概率 5%；新冠病毒携带者
戴口罩，健康者也戴口罩，
传染概率 1.5%。但是，新
冠病毒携带者戴了口罩，健
康者也戴了口罩，并且两人
保持 1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传染概率为0。

口罩虽小，意义非凡。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如果都科
学规范佩戴口罩，病毒传染率
就会极低。戴口罩不仅是保护
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更是
每一个人共同守护常态化疫情
防控安全的最好方式。为此，
再次呼吁大家：在公共场所一
定坚持规范佩戴口罩，遮住口
鼻，做好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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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玫铿锵玫瑰瑰””4040年后重聚绿茵场年后重聚绿茵场
————记记““5050岁岁++””的的沧州市女足元老队沧州市女足元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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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佳芳）
“短短几天时间，社区居民就
捐赠了 2000 余册图书。”近
日，任丘市华油红色日间照料
服务站负责人崔跃刚说。

今年，华油井下社区养老
中心筹建了老年图书室。由于
藏书量不足，他们抱着试一试
的想法，发动居民捐赠图书，
得到了积极响应。

居民陈侠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把自己珍藏的一套《资治通
鉴》共50册，捐了出来。“这些
书能有个好去处，也是我的心

愿。”陈侠是爱书之人，平时喜欢
收藏图书，他觉得能把图书捐给
老人们，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一本书，一份情，这是
爱心的传递、快乐的分享。”
崔跃刚说，居民捐的书，有文
学名著、有红色书籍等多种。
这些图书由工作人员消毒、归
类、整理后，将全部归置到老
年图书室，供老年人免费借
阅。今后，还将鼓励居民捐
书，不断完善老年图书室的
图书，为老年人搭建一个阅读
的平台，推进书香社区建设。

坑坑塘塘““变身变身””健身健身好去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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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她们因足球相识
结缘

肖志荣把两锅包子蒸好后，来不及
休息，就换了一身行头，然后骑上电动
自行车离开了家。

肖志荣不是去逛商场，她是去大运
河公园足球场。

路程不远，15分钟后，肖志荣推开
了球场的铁门，看到妹妹肖志红和几位
队友已经到了。

“姐姐，你这个队长今天可比我晚
了啊！一会儿‘罚’你守门。”肖志红
一边坐在地上换着足球鞋，一边和肖志
荣开着玩笑。

“今天晚上吃包子，我提前弄出来
了，省得回去后再赶赶络络的。”肖志
荣和妹妹以及队友一一打着招呼。

54岁的肖志荣和小她两岁的肖志红
是亲姐妹，每个周末下午，她们都会和
一群队友相聚一起，踢踢球，活动一下
筋骨。

她们所属的球队叫沧州市女足元老
队。说起来，这支民间女子足球队有着
40年的历史。

1982年底，为备战河北省第七届运
动会，沧州市在全市中小学选拔了一批
有足球功底的女孩子，成立了女子足球
队。现在这些女足元老队的队员，就是
当年那批小队员。

“姐妹们当时身体素质都非常好，
而且都很热爱足球。当年为了备战省运
会，可付出了不少汗水，也从那时起大
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球队领队、
今年 52岁的张金洪说。

然而，从那届省运会后，这批女队
员都忙于学业，球队就慢慢散了。尤其
是步入社会后，工作、结婚、相夫教
子、操持家业，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就更
少了。

为了情怀，新球队今年夏天
再度成立

“以前大家有事就是电话联系，手
机普及后，就开始用微信联系，并建立
了聊天群。”张金洪说。

“中年人的生活压力已经够大了，
咱们这些老姐妹们凑在一起，踢踢球，
出出汗，锻炼一下身体，回忆一下青
春，多好！”今年 7 月中旬，一次偶然
机会，当年的姐妹们重新聚首。在饭桌
上，大家怀念当年踢球的场景，当场有
人提议，可以重新恢复那支球队。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积极支持。很
快，那次聚会后的第一个周六下午，沧
州市女足元老队就宣告成立，共有 19
名队员组成。球队中最年长的是 54 岁
的队长肖志荣，最年轻的也有 50 岁
了，是一支不折不扣的“50岁+”女子
足球队。

近年来，沧州不断推进全民健身事
业的发展，加大体育设施建设，新建的
大运河公园足球场，成为这支业余女足
球队的“主场”之一。每个周末的下
午，是她们的固定活动日。

做化妆品生意的张金洪每次都早早
来到球场，她还把丈夫马春利“拉”进
来作为球队的“编外队员”，让他负责
球队的后勤工作，在比赛结束后和大家
一起清理球场垃圾。“以前我俩经常在

公园散步，现在她重拾足球，我很支
持，运动不分年龄，只要她开心就
好。”马春利说。

今年 50岁的队员马秀祖，在新华区
民族路附近开了一家饭店。周末是饭店
最忙的时候，为了能和老姐妹们一聚，
马秀祖中午忙碌完不休息，提前着手晚
上的工作。忙到下午 3点多，就骑着电
动自行车来到球场训练。“除了是饭店
老板娘，我还是球队前锋呢！比赛时怎
么能少了我的进球呢！”马秀祖说。

队友们非常体谅马秀祖，每次都让
她先发登场，因为她最多踢上 40 分钟
就得提前走，饭店还有很多活儿等着
她。尽管这样，她也很知足。马秀祖
说：“这 40分钟，是我这一周里最轻松
快乐的时候。”

快乐前进着，人生和球场
的角色切换

在球场上，她们是前锋、中场、后
卫、守门员。在生活中，她们是个体
户、公务人员、家庭主妇，是妻子、女
儿和妈妈，都是为了生计而操劳忙碌的
中年女人。

队员马燕是某品牌润滑油的沧州总
代理；吴梅开了一家饺子馆；宋淑艳
家里也开了一家饭店；肖志红在家伺
候 80 岁的老母亲；陈国霞自从在企业
退休后，在家照顾老人孩子……但为
了 和 姐 妹 们 重 聚 球 场 ， 她 们 都 是

“挤”出时间来运动。
40 年过去了，现在的体力、速度、

力量已经不能和当年同日而语了。所以
大家在球场上说得最多的是，别拼得太
凶了，千万不要受伤，因为走出球场，
生活上还有一大堆事情在等着她们。

“真不能和那时候比了。”今年 54岁
的陈国霞回忆，当年踢省运会时，身为
前锋的她被对手踢了一脚，膝盖流血
了，但仍然缠着纱布，坚持踢完比赛。
今年开始踢球时，刚跑了一会儿，就累
得气喘吁吁。但她并不气馁，在平时加
强身体锻炼，不断找寻当年的感觉，现
在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这批大姐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
对体育运动的执着，乐观的态度值得我
们广大男同胞们去学习。”经常在附近

锻炼身体的男子王勇说。
一个多小时的活动结束后，这些队

员们围坐在场边休息，擦着汗，喝着
水，聊着足球，谈着人生。

从球场上的“抢逼围追跑”，到生
活中的“油盐酱醋茶”，对这些热爱
足球的女足老队员来说，青春虽逝，
但情怀依旧！站在绿茵场上的那一
刻，她们仿佛真的“穿越”到 40 年
前，又变回那些活力无限的少女。

儿女在外地的空巢老人、单身在
异乡的都市白领，生病后到医疗机构
就诊，常常因为无人陪伴带来诸多困
难和不便。由此，陪诊服务悄然兴起，
提供挂号、取号、代取药品、取报告、
陪伴就诊等服务，并从一线城市向各
城市逐渐扩展。

记者在北京、安徽等地调研发
现，新兴的陪诊服务的确满足了一定
的现实需求，但由于其准入门槛低、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机构或人员
甚至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
实，妨碍医疗公平。对此，监管和行
业规范需同步跟上，在保障供需双方
和医院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让陪诊服
务更加规范安全，“走得更远”。

花钱请来的“看病帮手”

在北京工作的胡女士亲属都在外
地，到医院看病通常是孤身一人，有
时强忍着病痛走在医院里让她倍感孤
独。数月前，胡女士因胃肠镜检查前

往医院就诊，并联系了陪诊服务。
就诊当天，陪诊师王女士提前帮

忙取了号，全程陪同就诊，还引导胡
女士做检查前的各种准备，并帮忙拿
药，直至就诊完成离开医院。

胡女士说，自己不经常到医院看
病，很多医院都没去过，甚至就诊的流
程都不了解，陪诊师对医院很熟悉，“这
次检查还需要打麻药，一个人根本无法
完成，有人陪诊真是解决了大问题。”

陪诊师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客
户许多都是老人和单身的白领，也有
外地患者。他们没有家人陪伴，或对
医院不熟悉，希望有人带着，心里更
踏实。

安徽合肥一家陪诊公司的运营经
理王晖表示，如今医疗服务信息化、
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群就医
时难免会面临一些困难，如果儿女不
在身边或工作太忙，就只能找人来陪
诊。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
不断加速，以及异地就医的现实需要
和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都使得

陪诊服务需求越来越强烈。
记者了解到，目前提供一对一陪

诊服务的主要是一些公司和个人。各
地价格不同，基本都在半天200至300
元、全天300至500元不等，多为与陪
诊师面谈，并没有相应的价格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科
研助理宋煜表示，陪诊服务的需求是
真实存在的，一些医院也进行了探索，
比如专门设置导医台或者通过线上咨
询为新入院患者提供引导，通过护工
为患者和家属提供陪诊服务，还有部
分医院独自或与社会服务机构合作，
组织人员在院内为患者和家属提供陪
诊导医等服务。

采访中，许多患者表示，即便医
院配备有志愿者或护工进行引导，但
终究无法和陪诊师这样一对一的服务
相比拟。

陪诊服务尚存诸多隐患

记者调研发现，虽然陪诊服务的

确满足了部分患者的现实需求，但由
于该新兴行业发展迅速，行业规范和
监管制度还处于缺位状态，仍然存在
一些风险隐患。

——准入门槛低，服务质量参
差不齐。陪诊师高月表示，这个行
业的门槛确实不高，各医院的就医
流程大同小异，只要熟悉各大医院
的布局就行，因此从事这个行业的
也是什么人都有。胡女士说，自己
曾约过两次陪诊服务，第二次的服
务仅仅是提前帮忙取号并带到诊室
门口候诊，陪诊师便以还有其他客
户在医院就诊为由先行离开，服务
差异较大。

——规范和监管缺位，一些名为
“陪诊”实为“黄牛”。记者调研发现，
一些陪诊服务声称可以帮忙加号，还
能提前预约检查，但需要额外加价。
曾兼职干过几个月陪诊工作的李枫告
诉记者，还有陪诊师故意扣留患者的
就诊卡和检查报告，“强行”留住客户。

此外，由于没有相关行业规定和

监管，陪诊师和患者双方的权利、责
任并不清晰。就诊过程中出现突发情
况责任如何认定，费用该如何计算，
对陪诊质量不满如何处理等问题都还
未明确。

——没有“靠谱”平台，服务
“真假”难辨。记者以“陪诊师”为关
键词，在多个网络平台搜索，均显示
数百条甚至上千条相关内容，广告繁
多，让人无法分辨和选择。

陪诊服务需加强规范和监管

受访专家认为，相关部门要及时
关注陪诊行业的特点，从服务保障患
者就医的层面完善相关行业规范和监
管制度。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王云飞认为，相关部门可出台指导性
文件，规范其准入门槛、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等，让陪诊师和患者均有章
可循。另外，陪诊服务开始前，双方
应签订合同，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

保护患者隐私，避免患者、陪诊师以
及医院之间产生纠纷。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
科主任医师赵红表示，若陪诊师以

“插队看病”为卖点，必然影响医疗公
平。相关部门要予以监管，避免出现
假借陪诊之名，行“黄牛”、医托之实。

宋煜认为，在陪诊服务过程中出
现纠纷，同样会加剧医患矛盾。对此，
可发挥医疗服务机构的主体作用，提
升自身专业化导医服务的规模和质量，
并对在院内开展陪诊服务的人员加强
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个性化的
有偿陪诊服务，应当在不影响医疗
机构服务过程的情况下，维护好供
需 双 方 的 权
益，加强监督
管理，依法依
规处理矛盾，
避免造成社会
问题。
据新华社电

陪诊服务如陪诊服务如何何““走走得更远得更远”？”？

本报讯（记者胡学敏 通讯
员周焱）“现在咱农村环境越来
越美，有了自己的小游园，开
门见景，出门能游玩，真幸
福！”近日，吴桥县桑园镇北街
村新建成了北大湾游园，村民
们饭后喜欢到这里走走，既能
赏景，又能健身，大家都把这
里称作“幸福角”。

北大湾游园原来是个坑塘，
坑塘内杂树丛生、垃圾遍地，让
人看着就堵心。为此，村里进行
了改造提升工程，他们立足兼顾
景观性和实用性，通过清污、种
植花草树木、安装护栏、添置健
身器材等，让这里成了村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
今年以来，桑园镇结合历

史文化资源和街村实际，按照
“一村一品、一村一游园”的
规划，共打造完成了34处小游
园、小景点、小广场。每个小
游园的规划建设方案，都组织
专业人士反复推敲、认真修
改。无论是种植树木、整修路
面、设置健身器材、增加亮化
设施，还是配备休闲坐椅、指
示牌，提升公厕设施、墙画绘
制等，都做到因地制宜、层次
分明、错落有致。当地还安排
专人对小游园的绿化、设施、
卫生、安全等进行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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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女足元老队队员正在训练。（资料片）

一名队员进行射门训练。（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