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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福喽！”1月24日上午，新
华区颐和博园社区里翰墨书香，一
片欢声笑语。

来自我市的书法爱好者们，挥
毫写下一张张大红“福”字，前来
领福的居民们有的拿起手机记录下
这个幸福的瞬间，有的拿着福字和
家人朋友们合影，有的把一张张福
字拿到桌子上，在晾干的时间端
详。

“我学书法已经 3 个多月啦，
能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写福、
送福，特别开心幸福。”10岁的魏
凯淇，一身大红衣服，小小的手握
着大大的笔，围观的人们争着在她
的桌前请“福”回家。

“我从腊八到现在，每天都
在参加各个活动，给大家写福
字，送祝福。”颐和博园社区是
书法家陈瑞谦的展览室所在地，
每年一进腊月就是他最忙的时
候。他为即将到来的龙年，创
作了各种字体的组合字，“龙年
大吉”“龙年大顺”“招财进宝”

“万事如意”等作品，让人们啧啧
称奇。

汪丽的创意龙字，把平安喜乐
等祝福语镶嵌其中。“福满仓，粮
满囤”姚增清的篆书福字，丰满圆
润。“‘福’分很多种，我这是长
寿福、帝王福，祝福大家来年多喜
多福。”王立云的“福”一写出
来，就被人抢了去。

百福送百家，地上、桌子上，
满堂的“福”字映着大家的笑脸，
大家互相祝福，来年日子更加红红
火火，龙年大吉。

书写百福书写百福书写百福 请请请“““福福福”””回家回家回家
本报记者 齐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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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卯卯赵卯卯：：

为孩子写出好故事为孩子写出好故事
是一生的追求是一生的追求
本报记者 高海涛

赵卯卯是海兴县人，本名赵立静，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出版过《阿鲸的世界》等多部佳作，曾
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儿童文学》 金近奖
等。去年 4 月，凭借新作 《我的，我的》 斩获

“文津图书奖”，同日，被评为“中国好书”。这
是获第五届张天翼儿童文学奖长篇小说、童话奖
之后的又一殊荣。她也因此成为“2023 年度沧
州十大新闻人物”。

昨天，记者接通赵卯卯电话时，她仍然抑制
不住感动：“能以儿童文学写作，荣获这份殊
荣，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尤其是我身边默默关心我
的师长和朋友们。这荣誉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不
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认同和鼓励，也同时赋予了
我文学创作道路上不一样的意义。”

赵卯卯告诉记者，2024年才开始，但 2024年
对她来说是一个忙碌之年，因为她有两部长篇小说
要创作完成。2024年对她来说也是收获的开始，
她刚刚荣获了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青铜葵花儿童
小说奖是由国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先生发
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曹文轩儿童文
学艺术中心主办，旨在繁荣和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的
创作，发现和培养更多的儿童文学作者，支持和鼓
励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

赵卯卯表示，儿童文学，是写给孩子们的文
学，孩子们的世界是纯真的、美好的、智慧的、高
尚的。因此，儿童文学不是“小”文学，而是

“大”文学，如何写出更具有艺术性、更具有中国
传统文化符号的作品，如何做好优秀文化的传承，
是她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者的责任。

记者又接通了海兴县文联主席李树勤的电话，
他说，赵卯卯被评为沧州十大新闻人物后，在海兴
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海兴的文学爱好者，决心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还告诉记者，赵卯卯被评
为“中国好书”的作品《我的，我的》，已经输出
国外，由埃及的出版社“希克迈特文化”出版阿拉
伯语版，2025年将在阿拉伯等国家发行。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者，能为孩子们写故
事，是我最幸福的事，努力为孩子写出好故事，也
是我一生的追求和努力的方向。”赵卯卯充满深情
地说。

发现发现··运河运河 2023年度沧州十大新闻人物回访

刘宝民刘宝民：：

不同的战场不同的战场
一样的冲锋一样的冲锋
本报记者 周红红

爱鸟市民畅所欲言爱鸟市民畅所欲言爱鸟市民畅所欲言———

让南川古渡成为越冬鸟儿的乐园让南川古渡成为越冬鸟儿的乐园让南川古渡成为越冬鸟儿的乐园
本报记者 杨金丽

连日来，栖息在南川古渡码
头的一群鸟儿，牵动着沧州市民
的心。摄影师蹲守拍摄，孩子们
前来观鸟，还有人主动为鸟儿喂
食，一时间，运河畔呈现出人鸟
和谐共处的城市浪漫景观。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保
护好这群在城市越冬的鸟儿？1月
24日，在南川古渡码头旁的沧曲
书舍，一群爱鸟儿的人们就此畅
所欲言。

一

著名摄影人王少华拿出他近
两年拍摄的南川古渡码头鸟儿的
照片，分享了他镜头下的鸟儿们
在城区段运河戏水觅食的快乐场
景。他说，去年春节前，他到运
河边采风，无意间见到了这些鸟
儿。当时又惊又喜，连着拍了好
几天。今年元旦再来，又看见鸟
儿们，简直有点欣喜若狂，一连
拍了 10多天。他的镜头下，有泅
水飞渡的小、有从冰面起飞
的苍鹭、有怡然游泳的绿头鸭，
还有正从河里捕到小鱼小虾的骨
顶鸡。每一幅的主角都是鸟，都
情态逼真、活灵活现。

他说，多年前的这段运河，
垃圾满布，又脏又臭，别说鸟，
人路过都捂着鼻子。经过治理，
而今的运河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才会出现人鸟共处的冬日浪漫景
观。

“拍鸟时我常想，怎么做才能
留住这些鸟。”他提出，保护好现
有的运河生态环境和这块鸟儿栖
息地外，还要提高人们的生态意
识。他遇到过主动投食的游人，
也遇到过用石子打鸟的顽皮孩
子，还遇到过把雌雄绿头鸭误认
为鸳鸯的游客。“一定要加大宣
传，普及鸟类知识，提高人们爱
鸟护鸟的意识。”此外，可以在适
当位置设立观鸟点，这样既可以
让人们在观鸟时不惊扰鸟儿，又
能引导人们认识鸟类、爱护鸟
类、科学观鸟。他还建议，相关
部门为鸟儿人工投食，进行科学
喂养，这样做可能会吸引来更多
的鸟。

二

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著名
野生动物摄影人葛义栋对此很感
兴趣，也参加了座谈。他说，环
境保护是永久的话题，生态环境
向好，能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
葛义栋去过不少国家，拍摄过很
多野生动物，沧州的鸟是他拍摄
中的一个专题。他介绍，沧州越
冬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经
南大港湿地、海兴湿地候鸟迁徙
时，没有跟上大部队而落单的

鸟，一是经衡水湖、白洋淀候鸟
迁徙时落单的鸟。只要有水、有
吃的、有安全保障，这些鸟就能
留下。

“2015 年、2018 年我在市区
拍过鸟，但第二年就不见了。为
什么呢？因为鸟很敏感，也是有
记忆的。一旦吃了含农药的庄
稼，第二年肯定不来了。2023
年、2024年连续两年鸟儿在南川
古渡码头越冬，这是沧州生态环
境的胜利，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好画面。”葛义栋说。

关于人工投食，他提出，鸟
吃什么、不吃什么，要符合其习
性。他建议市民尽量不自己投
食，应由相关部门来做。他曾去
昆明湖拍红嘴鸥、去山东威海荣
成拍天鹅，珍稀鸟类成为这些地
方的生态名片，生态环境也能为
城市发展加分。

三

爱鸟实践是水月寺小学的一
大特色，他们与沧州市野生动物
救助中心合作，进行爱鸟护鸟活
动已经 20 年了。副校长王淑君
说，他们学校的孩子们绝对不会
用石子打鸟，因为爱鸟意识已经
深入到每个孩子心中。她说，每
年寒假，都组织孩子们进行“捐
出压岁钱，救助伤残鸟”活动，

至今已 18年，今年寒假仍将继续
举行，还将组织孩子们义卖，善
款所得用以救助沧州市野生动物
救助中心的伤残鸟。此外，他们
还会让孩子们利用寒假时间走进
大自然，观察鸟类，并拍照、打
卡。她也建议建立观鸟点，让人
们在观鸟的同时，也不惊扰鸟儿。

大运河爱心志愿协会会长王
成东从事公益志愿服务已经 21年
了，多年的实践让他认识到，人
越少的地方，生态环境越好，在
鸟类保护方面，也是这样。多年
前政府征集运河治理意见时，他
就提出，应该保持运河边的芦
苇、草、树等植物。现在看来，
这一观点起到了作用。大运河边
芦苇飘荡，草木茂盛，这成为运
河生态链才会中的重要一环。有
了植物，才会吸引来虫类、鸟
类，大自然的生物链才会得以完
备。他提出，对大自然，人类要
心存敬畏。某种意义上来说，人
与鸟和谐相处，就是顺其自然，
不要过多人为干预，不破坏就是
保护。

王成东的话引发大家的深
思，葛义栋表示，这是正确的环
保理念。有的人为了画面好看，
拍鸟时故意轰赶鸟儿，其实，被
惊吓的鸟儿眼神、姿态都与平时
不同，真正的野生动物摄影人一
眼就能看出。王少华介绍，一些

重要的摄影展是绝不允许这类照
片参展的。南川古渡码头游船的
船长赵全胜，原来曾在南大港湿
地工作多年，熟稔鸟的习性。他
说，很多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
类在此越冬已经两年，这是鸟儿
用脚在为运河生态投票。

四

座谈会结束后，大家来到南
川古渡码头。蓝天白云下，清澈
的河水里一片黑点点时起时伏。

“都是鸟！”王少华示意大家
停下脚步，赶紧拿出长焦相机按
下快门。原来，那是一群黝黑羽
毛的鸟儿！他指着镜头介绍，那
头顶雪白的是骨顶鸡、全身通黑
的是黑水鸭……河边芦苇荡处，
以及近旁的草坪上，还有鸭类候
鸟在觅食。静守片刻后，一只白
色大鸟飞临冰面，快乐逍遥。王
少华说，那是夜鹭。

此时，真是一幅美丽的画
面：碧空之下，河对岸是巍峨壮
丽的南川楼，河水碧波荡漾，金
黄的芦苇随风飘荡，矗立在岸边
的几尊石狮意态苍凉，沧曲桥上
行人匆匆。鸟儿或飞舞、或戏
水、或觅食，人们或步行而过、
或驻足远观，并不打扰。

人鸟各得其乐又和谐相处，
城市的浪漫风景就在此时此处。

联系上刘宝民时，他正参加任丘市两会。作为
任丘市人大代表的他，今年提交的健全清理积雪机
制、有效解决供暖不达标问题的建议，都与民生息
息相关。

他当过3年多的兵。离开军营虽已30载，但军
人本色，鲜明如昨。他创建的美好家园河北环保有
限公司，承担着任丘大半城区以及多个乡镇村的环
卫保洁任务。这也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不完
善的地方，就得想办法去解决。

“当兵保家卫国，退伍服务民生”，这是 2003
年公司成立时，他为企业定的“规矩”。铮铮誓
言，一诺千金——

看到有的战友创业失败，碰得头破血流，他心
里难过，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他们出点子指路子，还
向他们敞开企业的大门。目前，公司共吸纳了226
名退役军人及家属；

他牵头创办了任丘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
会，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开展就业创业培训
和联谊活动，画好同心圆，做大“朋友圈”，把退
役军人这张名片擦亮；

对困难家庭，他不光钱物资助“输血”，还带
领大家脱贫致富“造血”。许多人在他的影响下，
创办了自己的企业，积极吸纳退役军人，把爱军拥
军的接力棒越传越远；

他举办培训班，培养乡村种养能手和新型农业
带头人；他组建民兵服务队，开展精准帮扶、卫生
整治、科技普及、乡村厕改等志愿服务，甘做推动
乡村振兴的“志愿兵”；

他一刻也没忘却过军营，每年都要到当地的人
武部、消防大队走访慰问；每年的征兵季，都要牵
头开展国防教育活动，鼓励员工参军入伍，并给予
每人5000元的奖励；

他创建红色文化展馆，用红色资源，讲红色故
事，传红色基因。他说，红色是党旗、国旗、军旗
的颜色，也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人生底色、精
神本色，他有责任传承……

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就在刘宝民获评
“2023年度沧州十大新闻人物”的第二天，又一捷
报从《人民日报》传来，“美好家园”荣登“2023
年度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带动就业光荣榜”，而上榜
企业全国不过90家。

刘宝民说，这些荣誉对他来说，不仅仅是荣
誉，更是激励、责任和动力，是新的起步、新的赤
诚、新的担当、新的希望，是不同的战场、一样的
冲锋。他会一直保持着冲锋的姿势，就像当年在军
营一样。

“嘿，真像啊！”“可不，手
真巧！”……前几天，泊头市富
镇姜屯村史馆迎来一批寻访的
游客，他们围着展示柜里陈列
的泥塑作品，不停地赞叹。

泥塑作品中有身穿绿色军
服的“战士”，历经战争岁月
向我们走来；有农耕时代的

“农民”，正在耕地、轧地、除
草等；还有“劳动人民”闲暇
时敲锣打鼓、扭秧歌的欢乐场
面……

“这些作品把当时生产生
活场景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
十分可贵。”姜屯村党支部书
记马林介绍。

这些泥塑出自一位朴实的
老人之手。他叫耿发起，今年
78 岁。听说村里要建村史

馆，耿发起拾掇起捏泥人的手
艺，历时一个月，就地取材，
创作了一系列与老百姓生活息
息相关的作品。

耿发起的家并不宽敞，3
间平房，老伴儿4年前因病瘫
痪在床。那段时间，他一边照
顾老伴儿，一边创作。一把壁
纸刀是工具，几块从地里找来
的胶泥是材料，“坐在那儿一
捏起来，不吃饭也不睡觉，进
入废寝忘食的境界了！”耿发
起的儿媳马巧云说。

耿发起没上过什么学，也
没专门学过这门手艺，凭借着
热爱和钻研精神，一块块泥巴
在他手里变身换形、巧夺天
工。平日里种地，创作灵感大
多来源于自己亲身经历，以及

村里老人们的传说。“之前家
里剩下些胶泥，简单捏个动物
吧！”没有草稿，也没有打
样，搓、揉、拍、捏……一双
粗糙的大手现场演示，短短几
分钟，就给泥土赋予了生命。

老人的泥塑接地气、又充
满“乡土味儿”，马林将这些
作品珍藏在村史馆，拍了视频
发在网上，引起很多人的共
鸣。时常有人慕名而来，驻足
观看，拍照留念，对过去的文
化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
让更多的人对泥塑这门传统技
艺有了更深的认识。

“明年开春暖和了，老人
还要再收集一些合适的胶泥，
捏一批关于老百姓市井文化的
作品。”马林说。

村史馆里的村史馆里的村史馆里的“““泥人泥人泥人”””
本报记者 寇洪莹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 1
月 24 日，河北省 （京津冀）
第十届“中老年健康之星”颁
奖仪式在石家庄市隆重举行。
我市海兴县老人巴连甲因多年
来传承红色文化而获此殊荣。
颁奖仪式上，巴连甲女儿写给
父亲的一封家书，打动了现场
观众。

巴连甲是海兴县小山乡张
皮庄子村村民，40 多年来，
为了弘扬海兴革命老区精神，
传承战争年代感人故事，他一
直默默坚持搜集地方革命资
料，成立红色私人革命档案
室，无偿向公众开放，并牵头

建成张皮庄子村烈士陵园，协
助当地小学建立红色教育基
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在
传承红色文化上。因为事迹突
出，他获得第十届“中老年健
康之星”称号。

颁奖现场朗诵的巴连甲女
儿写给父亲的一封家书，打动
了很多人。这封家书情真意
切，字里行间充满了父女间的
深情，也让人们看到了红色精
神的代代相传。

让巴连甲感到意外的是，
颁奖现场，来自北京的陈人康
老人为他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开国上将陈士榘诞辰

110周年的纪念邮封。陈人康
是陈士榘之子，多年来也一直
在为传承红色文化而奔波。当
年，很多海兴青年参军入伍，
参加的就是陈士榘领导的华东
野战军。而今，两位老人仍然
在为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而努力奋斗。

据悉，此次评选活动由省
卫生健康委、省老干部局、省
广播电视局、省体育局、省妇
联等主办。活动历时半年，经
过线上展播，公众、专家投
票，河北和京津的24名个人和
集体从108名候选人中脱颖而
出，荣膺“中老年健康之星”。

红色文化传承人巴连甲红色文化传承人巴连甲红色文化传承人巴连甲
获评第十届获评第十届获评第十届“““中老年健康之星中老年健康之星中老年健康之星”””

鸟儿谈情说爱的瞬间鸟儿谈情说爱的瞬间 王少华王少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