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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作笔以心作笔，，重现烈士重现烈士““青春面庞青春面庞””
———访沧州—访沧州““0000后后””女大学生唐齐女大学生唐齐

本报记者 周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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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韩学敏 通讯员高双燕） 日
前，记者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2024年高职单
招网上报考工作已经开始，已通过 2024年我省
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的考生，可报考 2024年高职
单招，网上报名截至 2月 29日 17时。需要注意
的是，每日0时至6时系统维护，不能登录。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登录河
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 （http://www.hebeea.
edu.cn）进行网上报考及缴费。已完成报考并缴
纳考试费的考生，须于 3月 28日 9时至 4月 2日
17时，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高职单招综合
管理平台”打印准考证，按照准考证规定时间地
点参加考试。4月 2日上午，将进行文化素质考
试；4月2日下午，进行职业技能考试。

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提醒，普通高中毕
业生（含同等学历）可报考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
计划中的任一考试类，但不得报考面向中职毕业
生计划。其中，报考考试八类的考生，还须选择
细分类；报考考试八类音乐类、舞蹈及表演类的
考生，需先于3月30日参加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组
织的职业适应性测试科目的面试，再于 4月 2日
参加文化素质及专业基础科目的考试。

由本报率先发起成立的沧州“帮烈
士寻亲”志愿团队，从 2022年开始助
力“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项目奖”——

“为烈士画像”公益项目，截至目前，
已有 24 位沧州籍烈士的家属参与其
中。在那些为烈士画像的青年志愿者
中，就有一位来自沧州的“00后”女
大学生唐齐。

今年 19岁的唐齐，是青县清州镇
人，目前正在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
术学专业读大二。

唐齐说，她的姥爷是一名军人，参
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妈妈是中共党
员。自己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英雄的故
事，同时，跟着他们去一些红色景区旅
游，亲身感受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对当
年的革命岁月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唐齐很爱看书，上小学时候，她就
阅读了《红岩》《红星照耀中国》等红
色题材书籍。“现在我也经常会看一些
革命题材的电视剧，比如《觉醒时代》

《大决战》等，这些作品进一步增强了
我的爱国主义情怀。”她说。

无数革命烈士在战争岁月前仆后
继，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今日和平
美好的生活，红色情结一直深深地根植
在这个“00后”姑娘心中。

2022年，唐齐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进入校园不久，她就听说学
校正在开展一项“为烈士画像”的公益
行动。这项公益活动由来自浙江金华的
军烈属叶庆华于2021年发起，志愿者是
来自全国各地美术专业大学生和美术协
会会员。其中，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是这个公益项目的主要承接方之一。

大一上学期，唐齐就主动联系老
师，表达了想参与为烈士画像的心愿。

“烈士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精英、社
会的楷模，也是我心中的大英雄。我想
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做有意义的事
情。”她说。

经过学校考核后，唐齐顺利地成为

一名志愿者。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
人，得到了全家的支持：“孩子，只要
你喜欢，就用心去做吧！”

在第一次接到画像任务的时候，唐
齐的内心既激动又紧张。在下笔前，她
首先要做好功课，尽可能多地掌握了解
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哪怕烈士生前的
着装，使用的枪械等细节也不放过，尽
量还原原貌，避免失实。

唐齐说，因为大多数烈士生前没有
照片，所以自己在画像的时候，首先要
根据烈士近亲属的照片以及描述，勾勒
出烈士的大致外貌，再仔细观察，捕捉
到最明显的特征。“例如画烈士的眼
睛，我既要画得像，也要把他那种精气
神给画出来。”她说。

绘制好初稿后，唐齐的作品会发给
烈士家属，和对方就一些细节再进行沟
通和修改。修改完初稿后，她会揉擦塑
造，整体调整，调整过后再与烈士家属
沟通，直至家属满意，才会对画像深入
刻画，直至定稿完成。

唐齐说，画一幅画像，从起稿到定
稿时间很长，大概需要3个月，中途需
要不断修改调整，每一次修改必须非常

用心。看着最后完成的画面，自己能想
象到烈士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保家卫国
的画面，心里十分激动。所以她每次绘
画的时候，都是怀着一种荣幸敬畏的心
情，并将这种情感代入到画像中。

目前，唐齐已成功为两名外地烈士画
像，并画了两幅革命故事绘本，均得到了
烈士家属的好评。她说，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为沧州籍的烈士画像，让更多烈士能够
与其家属实现“跨时空的相遇”。

本报讯 （记者周洋 通讯
员 凯宣） 2月24日，沧州经济
开发区2024年“春风行动”大
型专场招聘会火热启帷，为求
职人员送出新年的一缕“春
风”。

活动中，近 100家用人单
位为求职者提供岗位 1600 余
个，岗位包括新媒体运营、商
务顾问、市场管理等，涉及机
械制造、新能源汽车、商贸等
多个领域，吸引社会求职者
2500余人次，700余人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此外，沧州经济开
发区还首次引入“零工市场”
登记小程序，为求职过渡期的
人员提供更灵活的就业方式。

“因公司生产需要，这次招
聘会我们共提供40个岗位，既
有基础性生产岗位，又有中层

技术管理型岗位，招聘会上有
求职意向的人很多，比我们预
期的效果还要好。”沧州市鑫宜
达管道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陈
梦园表示。

“一年之计在于春，通过这
次招聘会感受到了开发区企业
的活力和发展前景，让我们可
以直接与各个企业沟通交流，
希望能在这次招聘会上找到满
意的工作。”求职者李女士说。

沧州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招聘会是沧州经
济开发区就业服务‘开年大戏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畅通
招聘和求职双向渠道，继续举
办多种形式的线上线下招聘活
动，进一步促就业、稳就业，
增加民生福祉、保障企业用
工、提升市场信心。”

沧州经济开发区沧州经济开发区
举办节后首场招聘会举办节后首场招聘会
近百家企业近百家企业““招贤纳士招贤纳士””

一份报纸承载一段回忆，诉说一个
故事。在我的写作摄影生涯中，《沧州
日报》就像是一片沃土，滋养了我的文
字和图片作品，并让它们绽放出绚丽的
精彩。回首我与《沧州日报》一起走过
的日子，全是喜乐与感谢。

最是乡情韵味长。我的家乡是东
光县一个普通村庄，在这里，京杭
大运河傍村而过，勤劳质朴的父老
乡亲长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
着平凡人最质朴的生活。初识 《沧
州日报》，是我从部队转业回来，16
年的军事记者履历，我已习惯第一
时间翻阅报纸，品读墨香浓浓的感

人诗篇。现在我在单位负责宣传工
作，与 《沧州日报》 更是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

记得第一次在《沧州日报》刊发散
文《小村里，住着俺的爹和娘》时，许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问我写作灵感是什
么。我回答，是深深的乡情给的启发，
我把儿时的回忆，点点滴滴种进诗行、
记录在光影，而《沧州日报》亦师亦
友，帮我把家乡的故事讲给了更多人。
读《沧州日报》，让我开阔视野，令我
提升境界。每个版面、每个栏目都充满
真诚，透着关怀，帮我增知、助我明
向、为我解惑。

多年来，《沧州日报》不但刊发了
很多我的文章和摄影作品，也刊发了一
些写我自己的文章。这些作品不仅记录
了我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我的成长轨
迹。有了《沧州日报》的关注和认可，
我在创作的路上更加自信、更加执着。
如今，等待《沧州日报》已经成为我日
常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看到自
己的文字和摄影作品刊发出来的一刻，
心中满是幸福与自豪。

跨越时代，守望沧州。纸质的《沧
州日报》记录着这片土
地的火热发展场景，书
写着感人的沧州故事，

是我的案头之好。融媒时代，《沧州日
报》与时俱进，报、网、屏、端、微俱
全，实现一次采集、多元传播，“十八
般武艺”样样精通，更成为我工作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感谢报社
的编辑记者，鼓励支持我在创作的路
上不断攀登；谢谢《沧州日报》，让越
来越多读者了解我的家乡，欣赏我的
家乡。

胡学敏∕整理

“““帮烈士寻找亲人帮烈士寻找亲人帮烈士寻找亲人”””公益行动公益行动公益行动

《沧州日报》，我的良师益友

2月24日，新华区文旅局、新华区图书馆联合沧州市路华小学
共同举办了元宵节主题系列活动，设置知识问答、亲子绘本阅读、
灯笼制作、猜灯谜等环节，大家积极互动，现场充盈着浓浓的书香
文化氛围。 李 博 摄

本报讯（记者赵玉洁）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引导广大
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寒假期
间，运河区教体局组织各中小
学开展了“寻味中国年 传承
文化美”主题系列活动。

探寻“舌尖上的年味”，悦
享春节美食。市迎宾路小学引
导学生在春节期间了解传统美
食，制作传统美食。孩子们尝试
制作家乡美食，品味浓浓的年
味。市育红小学的师生走进黄骅
面花非遗工坊，了解黄骅旱碱
地、旱碱麦，亲自动手制作黄骅
面花，品尝“非遗”文化味道。

探寻“指尖上的年味”，营
造喜庆氛围。动手写一副春
联，做一个龙头花灯，剪一张
龙凤窗花……市第十五中学和
临海路小学等多所学校的学
生，通过动手书写和制作，寄

语心中美好的未来。市第十四
中学和南环小学的师生们以

“龙”为主题，设计出龙头灯、
黏土龙、气球龙灯、龙年画报
等妙趣横生的美工作品。

探寻“足尖上的年味”，体
验民俗乡情。多所学校组织学
生走进家乡的大街小巷、村头
村尾，探寻记忆中的年味，感
受最地道的春节习俗。在老
师、家长的鼓励和陪伴下，市
黄河路小学的孩子们在走街串
巷的拜年礼和新年春游活动
中，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感
受当下幸福生活。

用青春守护运河，用镜头
铭刻乡情。市第五中学的孩子
们用画报、创意视频等形式定
格新春出行的足迹和欢乐的春
节趣事，一张张全家福和新春
照记录下了家乡的新变化和满
满的年趣。

运河区各学校开展主题系列活动运河区各学校开展主题系列活动

寻味中国年寻味中国年 传承文化美传承文化美

近日，任丘吕
公堡镇举办一年一
度的糖墩儿节，来
自沧州周边的数10
万名游客齐聚吕公
堡镇糖墩儿节，品
尝美食，欣赏民俗
文化。

任丘市“糖墩
儿节”距今已有百
余年历史，每年正
月 十 三 到 正 月 十
五，数百位制作糖
墩 儿 的 师 傅 用 山
楂、山药、菠萝等
食材制成样式各异
的糖墩儿，让游客
既开眼界、又享口
福。

韩慧峰
付新春 摄

（上接第一版）
2023 年，我市坚持讲好沧州故

事、传播沧州形象，积极对接中央媒
体，为宣传沧州、推介沧州作出显著
贡献。在新闻媒体开设“学思想 强党
性 重实践 建新功——学思用贯通 知
信行统一”“奋力夺取防灾减灾救灾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全面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行走大运河
喜迎园博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等专栏，继续做好“行进沧州 精彩
故事”等栏目，推出一系列反映沧州
高质量发展、展示沧州崭新精神面貌
的优质新闻稿件，在中央重点新闻媒
体宣传沧州实现新突破。同时，沧州
日报社荣获全国副省级和地市级百家
党报报纸出版质量评测第五名，成为
河北省唯一进入前十名的报社。圆满
完成第六届省园林博览会、渤海湾
（沧州） —海湾合作论坛、中国—中
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业合作论坛
等重大活动的新闻宣传报道，扩大了
沧州国内国际传播影响力。扎实推进
沧州市国际传播“一中心两平台”建
设，这一经验做法被中宣部《对外宣

传通讯》刊登，并获评2022—2023年
新华网文旅国际传播优秀案例。沧州
作为国内首个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
进行非遗文化表演展示的城市，获评

“聚焦中国·最美外景地”。

强化培根铸魂，精神文
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197人荣登“中国好人榜”，总人
数持续领跑全国地级市，“好人之城”
已经成为沧州的靓丽名片。全市宣传
思想文化战线不断放大凡人善举的光
和热，一座座道德灯塔在狮城大地悄
然点亮。

2023年，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取得
显著成绩。高质量承办“中国好人
榜”第三季度发布活动，在中国文明
网、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人民网、新华网、光
明网等中央媒体全程直播，观看量达
5370余万次，新华社、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等 170余家中央媒体及省市主
流媒体刊发转载，浏览量超过 3.6亿
次，实现发布活动历史新突破，中国
文明网专门发来感谢信。传承发扬榜
样力量，做好刘亚斌重大典型宣传推
介。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推动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组织“‘双争’有我
缘定狮城”沧州市首届零彩礼集体婚
礼，“千名‘兵支书’千村宣讲国防故
事”、寻访沧州舰等活动。广泛开展

“共建共享文明城 童声童语满车厢”
“童心向党·百场儿童剧进校园”等活
动，持续深化“童心明德”主题教
育，2名好少年入选河北省新时代好少
年。组织开展“文明实践办实事 大运
河畔连心桥”活动，开展文明实践集
中日专场活动1260余场，深化“志愿
沧州爱心服务站”项目建设，其中青
县“爱心小屋”工作在全省作经验交
流，“十五米”志愿服务圈、“红马甲
走亲戚”等荣获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如火如

荼。过去一年，我市积极践行“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
念，开展“全民行动、全民体验、全
民参与、全民监督”活动 397次，积
极谋划群众喜闻乐见的创城活动，聚
焦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做好事，
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
大、舆论关注度高的问题，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对创建工作的参与率、支持
率和满意率。

坚持人民至上，文化事
业产业释放发展活力

第四届中国·沧州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颂网络电影盛典在我市举办，引发
强烈反响。盛典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为主题，是
我市持续打造的全国性文化品牌，自
2018年创办以来，不断丰富内容、提
升质量，受到业界专家和广大群众的
认可和欢迎，文化品牌影响力和知名

度持续提升。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

神家园。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
向，围绕更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繁荣文化事业、发
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
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
营养的“精神食粮”。

2023年，我市成功获得全国版权
示范城市创建资格，全市版权登记数
量位居全省第一，作为独立参展区参
展第九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得到
中宣部、省委宣传部充分肯定。乐海
乐器有限公司荣获“全国版权示范单
位”，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有限公司荣
获“2022 年度全国十大著作权人”。
持续打造全国性文化品牌，组织中国
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等重大活动，进
一步提升沧州知名度和影响力。推进
文化名家工作室建设，开展文化进万
家、“书香沧州”全民阅读、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等惠民活动 1万余场，惠及

群众 180余万人次。“品读《诗经》
共享诗情”等 2个项目入选河北省全
民阅读十大优秀项目。深入推进文艺
精品创作，《大运河记忆》等3部作品
荣获第十四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组织“乐
享运河 群众文化欢乐汇”系列活动
40场，助力南川老街成功入选第二批
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带
动夜经济等新消费场景全面升级。争
取 2023年省级文化产业引导资金 510
万元，支持我市 4个文化产业项目。
鹏润印刷、乐海乐器跻身河北省知名
文化企业30强。

2024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
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聚
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
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围绕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持续打
造“好人之城”建设、“童心明德”主
题教育实践、舆情信息工作、全国版
权示范市、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书香
沧州”全民阅读等品牌，推动沧州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凝心聚力促发展凝心聚力促发展 守正创新向未来守正创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