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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互助邻里互助 相亲相爱相亲相爱

““互嵌式互嵌式””社区乐融融社区乐融融
本报记者 贾世峰
本报通讯员 柴晓宁

中华志愿者协会黄骅志愿服务队中华志愿者协会黄骅志愿服务队

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本报记者 赵玉洁

七旬老拳师七旬老拳师2626载义务授徒载义务授徒
本报记者 赵玉洁

7岁习武 肩负“掌门”重任

郭雪迎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
家族传承弓撑闭形门清招短拳。

从 7岁起，郭雪迎就开始习武。
爷爷和爸爸对他要求非常严格。比

如“坐盘打拳”，看似简单，要想做
到位却需下一番苦功。仅这一个动
作，郭雪迎就练了足足半年。

那时，拜师学艺非常难，大家
都想守住自己的“绝活儿”，不肯轻
易传授给他人。这也让郭雪迎倍加
珍惜习武的机会。

无论是赴外地求学，还是下乡
当知青，郭雪迎都想尽办法坚持练
功。清晨，当其他人还在睡梦中
时，他已悄悄起身，舒展筋骨习练
基本功；夜晚，当大家聚在一起聊
天时，他却在黑暗的胡同中一遍又
一遍地打拳，直到筋疲力尽才肯扶
着墙缓步回屋。

郭雪迎对传统武术的这份执着
与热爱，大家都看在了眼里。1996
年，经过家族长辈推选，他成为了
弓撑闭形门的第五代掌门人。

从那一刻起，郭雪迎觉得自己
肩上多了一份重担，更添了一份责
任。

倾囊相授 唯愿技艺传承

也正是在那一年，郭雪迎作出
了一个决定：义务授徒。

那时他住的是平房，为了让孩
子们有地方练功，他在房后搭建了3
间小屋，就这样带着 10多个学员操
练了起来。

后来平房拆迁，他就带着大家
在马路边上练。来往的行人不时上
前询问，跟着他习武的孩子也越来
越多。

2011年，郭雪迎搬到了万泰丽
景社区。社区非常支持他，免费提
供场地和存放武术器械的房间。从
此，每晚7点半到9点，郭雪迎就带
着大家准时开练。渐渐地，他成了
社区的“名人”，不少家长慕名而
来，希望孩子习武强身、锻炼坚强
的意志。

多年来，郭雪迎一心扑在传艺
上，几乎没有耽误过孩子们的训
练。2021年，他受邀为市石化小学
教授传统武术，每周一节课，有时
他回到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
赶往社区训练地点。为了激励孩子
们，他不仅为表现优秀的学员赠送
武术服，而且每年两次给予他们物
质奖励。

习武修德 塑造良好品质

在教授传统武术的过程中，郭
雪迎还非常注重对学员良好行为习
惯和道德品质的培养。他总是对孩
子们说，习武是为了强大自己，是
为了当国家、人民有需要时能够

“站出来”。
有的小学员练着练着鞋带开

了，就忙不迭地叫家长来给系。郭
雪迎发现后，用眼神示意家长不要
上前，将小学员叫到身边，告诉
他，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这点小
事都要别人帮忙，以后怎么能成为
自立自强的男子汉？

有的学员从小跟随郭雪迎习
武，到了青春期以后，总与父母闹
矛盾。接到家长的求助后，郭雪迎
先找出孩子的进步之处，给予表扬
和鼓励，然后再从习武讲到生活，
循循善诱，点出不足，提出建议，

从而让孩子心平气和地接受。
一些在外地求学的孩子，始终

与郭雪迎保持着联系。假期归来，
也总不忘到他这里来探望，再找师
父指点一番。

如今，看着学员们生龙活虎地
踢腿打拳、舞刀练剑，郭雪迎的脸
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说，只要
身体条件允许，他就会一直教下
去，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从小感受
武术魅力，与武结缘，把这项优秀
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踢腿、下腰、翻跟
头，或二人对练，紧张激
烈；或刀枪剑戟，舞动带
风……2 月 7 日晚，在万
泰丽景社区服务中心的院
子里，小到六七岁的孩
童，大到 40 多岁的中年
人，50余名学员练得热火
朝天。74岁的郭雪迎穿行
其间，不时停下脚步，耐
心指点。

从1996年至今，郭雪
迎始终坚持义务教授传统
武术。多年来，跟随他学
艺的已逾千人，更有十多
名学员因此走上了专业之
路。

“大家走啊，到社区参加恳谈会
去！”日前，在新华区车站办事处南门
里社区，82岁的社区居民胡景江正招
呼居民代表去社区党委开会。他不仅是
在这里居住多年的回族居民，也是小区
出了名的热心人。

胡景江说的恳谈会，是南门里社区
党委定期召开的民情恳谈会。会议邀请
党员、居民代表参与小区事务协商，将
少数民族居民吸纳为“民意恳谈代
表”，营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民主
氛围，激发小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从
而实现邻里事、邻里议、邻里定。

作为社区“石榴花开”志愿服务队的
队员，胡景江总能在每月一次的民意恳
谈会上，提出新的问题和建议：“我提
议在小区居民楼前安装几张休闲长凳，
让大家伙儿有个晒太阳聊天的地方。”
随后，大家就他的提议讨论了起来。

在会议室旁边的社区文艺活动室
里，丝竹婉转，唱腔悠扬，社区“秋韵
京剧社”的 10多名队员正在排练京剧
《空城计》，准备为社区居民义务演出。
70岁的回族居民马英芳是京剧社的队
长，爱说爱笑的她，在社区交了很多新
朋友。“我们京剧社的20多名队员来自
多个民族，很多人能歌善舞。而且大家
团结友爱，非常珍惜这段聚到一起的缘
分！”马英芳说。

南门里社区居住着汉、回、蒙古、
满等多个民族的居民，少数民族居民占
辖区人口三分之一。

针对这一情况，社区将少数民族居
民吸收为社区居民代表，参与社区事
务。目前，南门里社区有涵盖各族居民
的20多名社区居民代表和600多名志愿
者，这让社区治理更加顺畅。

“我是回族，在南门里居住和生活
几十年了，和很多居民都非常熟，谁家
有矛盾，只要我知道了，就会去调解。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维护民族团结和
社区和谐是我应该做的。”年过七旬的
志愿服务队队员赵春红说。

“赵奶奶调解邻里矛盾和家庭矛盾
的成功率相当高，是我们开展社区工作
的一宝！”南门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晓
燕笑着说，有党建作引领，有各民族居
民有效参与，他们有信心把这个“互嵌
式”社区打造成一个和谐友爱的大家
庭。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这句话相信大家
都不陌生。但是，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说，它
又能带给为人父母者怎样的启迪？

2月 12日下午，在第四期“教子有方”公
益家长课堂上，来自中华志愿者协会黄骅志愿
服务队的志愿者，与80名家长朋友共同探讨了
这一话题。

从2014年开始，服务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媒介，根据不同年龄段的需要，开设各具
特色的公益培训班，组织大家利用周末时间开
展学习、活动，把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助力
青少年成长、家庭科学养育和老年人身心健康。

边铁曙边铁曙：：

宣讲宣讲““婚俗改革婚俗改革””
倡导文明新风倡导文明新风
本报记者 赵玉洁

作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河间市
自 2021年就组建了以“婚姻幸福、家
庭美满、社会和谐”为主旨内容的“幸
福讲堂”婚俗改革巡回宣讲团，深入基
层一线开展爱情、婚姻、家庭辅导服
务，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构
建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打通婚俗改革
和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最后一公里”。

河间市委宣传部的边铁曙，便是宣
讲团中的一员。

为了让村民充分了解婚俗改革的内
容和意义，转变落后陈腐的思想观念，
树立文明健康新风尚，边铁曙不断总结
和思考，持续改进宣讲的方式和内容，
从一件件发生在大家身边的真实案例入
题，如拉家常一般，把涉及爱情、婚
姻、家庭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在彩礼、
结婚仪式、婚闹等方面存在的陋习一一
剖析，摆实事讲道理，说到了大家心坎
上。

无论是大雾阻路还是秋雨潇潇，边
铁曙和宣讲团的成员们都会无雨无阻
地赶赴河间市各乡镇和村庄。他们先后
为各村红白理事会会长、热心“红
娘”、婚育适龄青年家长代表和未婚青
年代表等 15000 余人，普及“婚俗改
革”内容和婚姻家庭法律法规、文明婚
俗、家庭美德等婚姻文化，开展婚姻家
庭关系辅导、矛盾化解、法律咨询等活
动，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稳定，营造了浓
厚的婚俗改革氛围。

在积极参与宣讲的同时，边铁曙
还立足工作岗位，不断总结宣讲的经
验和做法，积极宣传河间市婚俗改
革、弘扬文明新风的做法及成效。他
个人撰写的和与别人合作撰写的调研
文章以及新闻《河间市：推进婚俗改
革 弘扬文明新风》《河间在全沧州市
率先建起婚俗改革宣讲团 深入基层一
线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等，多次
在省、市级媒体上发表。

两年的宣讲，让边铁曙对婚俗改革
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说，婚俗改革
需要出实招、用真劲、见长效。未来，
他会不断拓宽思路、大胆创新，通过多
样的形式，加强对青年婚恋观、家庭观
的教育和引导，希望能以婚俗新风正家
风、带乡风、促文明。

诵读经典 童心明德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道可
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从《三字经》《百家姓》《唐诗三
百首》 到 《论语》《道德经》，再到
《孟子》《大学》《中庸》，一部部国学
经典，让孩子们在领略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的同时，明理知礼、涵养心性，
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将感恩、诚
敬、勤勉等美德铭记于心，化作生活

中的实际行动。
小学二年级学员王晟恺的妈妈

说，孩子经过学习，在礼仪方面有了
很大的进步：为妈妈端水并双手送
上，主动分担家务活儿，还时常告诫
家人不要大声吵闹，要小声说话，不
要说脏话。

去年暑假期间，为了让经典诵
读惠及更多的孩子，服务队开展了
晨读——晨检——晨练系列活动。

每天清晨 6点，志愿者与孩子们

如约相聚在 13个诵读点，从街心公园
到文化广场，琅琅诵读声成了唤醒清
晨最动听的音符。

晨读结束，大家就开始捡拾附近
的垃圾，共同维护公共环境的干净与
整洁。

劳动过后，孩子们有的跳绳、踢
毽子，有的跑步、做操，还有的三五
成群做游戏。微微出汗后，大家迎着
朝阳返回家中，精神抖擞地开启一天
的生活。

汲取“智慧”教子有方
伴随着孩子出生，家长便得到了

唯一一个不需要经过考试就能拥有的
职位——父母。父母都爱自己的孩
子，但这份爱是包容、适度、科学
的，还是专制、过度、不当的？家庭
教育是一门学问，只有家长好好学
习，才能陪伴孩子天天向上。

在“教子有方”公益家长课堂的
学员中，曾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灌输

给女儿的观念是：只要成绩好、懂规
矩，做个淑女，其他的都不重要。为
此，她几乎包揽了女儿生活的全部，
就连穿衣吃饭这样的小事儿，也全都
由母亲做主。

等到孩子住校时，弊端就显现了出
来。女儿无法适应住校生活，根本照顾
不好自己。刚开始母亲还很生气，觉得
自己怎么生了这么个笨闺女。后来，在

一次公益家长课堂上，志愿者讲到“勿
代马走，使尽其力；勿代鸟飞，使弊其
羽翼。”这时，母亲才恍然大悟，不是
孩子笨，而是自己扼杀了孩子学习成长
的机会。

于是，母亲开始教女儿处理生活
琐事，放手让孩子去做。因为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爱孩子就该让她学
会独立前行。

传统养生 晚年康乐

除了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的专属课
堂，服务队还为老年朋友量身定制了

“康乐班”。
在这里，练练八段锦，打打太极

拳，再学些中医养生知识，既有益于
身体健康，又充实了晚年生活。

很多学员把在“康乐班”学到的中

医养生知识很好地应用到了生活之中。
有的人早上感觉嗓子里有痰咳不出，就
高频点压大拇指内侧关节缝底下的位置
40分钟，症状明显减轻；有的人嗓子
疼得像针扎一样，用气血疏通法按压
10多分钟，过了一会儿嗓子竟然不疼
了；还有的人帮家人调理鼻炎、教朋友

缓解腰痛，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在首期“康乐班”为期一年的学

习结束后，学员们都受益匪浅。很多
人要求继续参加第二期、第三期。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康乐班”
让老年人赢得了健康，更收获了快乐
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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