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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泊头市洼里王镇后高尧村村民闫国志

家里，摆满了他做的手工葫芦灯。葫芦镂空

雕刻，里面插入彩灯，引出线，插上电，彩

色灯光透过镂空散播开来，流光溢彩，十分

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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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家小环，既是儿媳，又是闺女，
更是俺暖心的‘小棉袄’！”看着一桌子热
气腾腾的饭菜，坐在炕上的郭世凤心里乐
开了花，一个劲地夸自己的儿媳申云环。

申云环嫁到献县韩村镇中大屯村 10
多年了，是村里出了名的孝顺儿媳。去年
秋后，婆婆郭世凤住院，做了手术。期
间，申云环床前床后地忙活，给婆婆打
饭、洗脸、洗脚，伺候起居，照顾得十分
周到。同房的病友原本以为这是闺女在伺
候娘，后来才知道是儿媳，直夸：“老
郭，你有福啊！这儿媳疼婆婆，都胜过亲
闺女疼娘了。”

“要说疼人，俺家小环得数第一。”郭
世凤说，记得有一年寒冬腊月，她出门遛
弯儿，锻炼身体。走了不远，突然觉得肚
子难受，赶紧往回走。一进家门，细心的
儿媳就察觉到异样，赶紧问道：“妈，您
怎么回来了？是哪儿不舒服吗？”郭世凤
说明病症后，申云环估摸婆婆是凉着了，
赶紧扶着婆婆躺在炕上暖身子，还给婆婆
煮了红糖水，看着婆婆喝下。

看着儿媳忙碌的样子，郭世凤心里很
过意不去，让她坐下歇会儿。申云环却
说：“妈，我不累，您还有哪不舒服？要
不咱去医院检查一下？”郭世凤忙说：“不
用，暖和暖和就好了。”

除了在生活上照顾公婆，申云环还是
一把挣钱的好手。申云环的公爹杨培坤和
丈夫杨振庆一直干刷漆的营生，申云环也
跟着练出了好手艺，成了他们的好帮手。
在干活儿时，申云环一点儿不比男人差。
干完一天的活儿，她回家还要帮着婆婆给
家人做饭。尤其在婆婆生病期间，申云环
更是每天忙里忙外。家人劝她只管照顾好
家里，别再跟着出去干活儿了，她却执意
要帮丈夫和公爹多分担一些，轻描淡写地
说：“我年轻力壮，没事儿。”

自从申云环嫁进杨家，全家人住在一
个院子里很多年，从没拌过嘴、红过脸。
申云环和杨振庆知感恩、懂孝道，在夫妻
二人的影响下，他们的两个闺女、一个儿
子也都很有出息，从小就知道孝敬长辈、
姐弟团结。

在一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家里日子越
过越好。几年前，家里又盖了一处新房，
这处房子离杨振庆爷爷奶奶的房子很近，
申云环常陪杨振庆一起看望爷爷奶奶，老
人在他们的照顾下，身体一直很硬朗。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品德，申云环成
了全村的楷模，村里人无不夸奖老杨家有
个好儿媳。申云环听了，也总会笑着回
应：“这些年操持家里家外，即便辛苦也依
然会觉得幸福满满，这个‘幸福密码’就
是不能计较付出，只有心暖，家才会暖。”

闫国志今年69岁，自幼就喜欢画
画。老人回忆，小时候因为自己画得
好，班里的黑板报都是他负责的。高
中毕业后，他在一家广播站工作，主
要工作是放映幻灯片。那时，他需要
将画报上的图画拓到胶片上。这个拓
画的过程，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一
定的构图和设计功底。

20岁刚出头，闫国志到泊头一家
抽纱厂工作，主要负责图案设计。

“当时，我对图案设计着了迷，家里

各式图案的素材纸摞了很高，对于图
案的构造每天都有新想法。”闫国志
说，在厂子里，他设计的图案不仅让
工友们“大为认可”，还获得了两项
图案设计专利。

2020年前后，闫国志生了一场重
病，行动不便。那时，他总爱与周边
的老人坐在一起闲谈。见很多老人喜
欢把玩小葫芦，还互相“显摆”，闫
国志觉得有意思，回家拿了几个小葫
芦，在上面雕刻起文字和图案，还拿

出去和大家“一较高低”。这一“比
试”，让大伙儿对闫国志钦佩不已。
闫国志心里美滋滋的，从此他的葫芦
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很多人来找我要雕刻的小葫芦，
说是图案好看，要一直‘盘’下去。”
闫国志雕刻的葫芦好，创意新奇，深
受大家喜爱，他为此感到高兴。那段
时间，他的家里、包里最多的就是这
种雕刻好的小葫芦。“只要朋友喜欢，
我就免费送给他。”闫国志说。

结缘葫芦雕刻11

闫国志制作的手工葫芦，大的小
的都有玩法。肚子圆的小葫芦，做成
保健球，继而镂空雕刻，在把玩的同
时还能锻炼身体；中等个儿头的圆葫
芦，底部掏空，做成蝈蝈笼；小个儿
的可以放在手里直接“盘”……有的
葫芦品相差，或是有破损，闫国志也
有办法，他将坏的一半去掉，剩下的
部分做成花盆，还用这种特殊的花盆
养了不少花。

闫国志擅长的还是制作葫芦灯。
一次，他在网上看到一款样式独特
的葫芦灯。“这个葫芦被刻成镂空

状，罩在白炽灯上，光线顺着空
隙，扩散出去，非常好看。只是那
葫芦上雕刻的图案看起来十分单
调。”闫国志觉得有意思，就尝试拿
一个葫芦雕刻成镂空灯罩，罩在了
自家门厅的白炽灯上，没想到惊艳
了一家人。

做手工葫芦，闫国志从来不用图
纸。“看到葫芦面，脑子里的图案就
自动形成了。怎么分片，在哪里雕
刻，一气呵成。”闫国志说，他会根
据葫芦的形状和大小构思图案，然后
用小电磨起草画线，再用大电磨、电

钻一点点雕刻。
让闫国志自豪的是，自己制作的

手工葫芦上的图案各有特色，一直在
创新。他总能将身边看到的人与物经
过精心设计，创作成别具特色的造
型，然后雕刻到葫芦上。

起初，闫国志雕刻手工葫芦，只
是将葫芦做成各式各样的镂空图案。
后来，他又在葫芦表面做了掐丝工
艺，打上细槽后，又镶嵌上金丝和
钻，一只普通的葫芦经过他的巧手变
得雍容华贵，大小不一的葫芦被他

“玩”出了新花样。

一只普通的葫芦灯，只要 3天就
能制作完成。而品相较好、形状独特
的葫芦，从构思到精雕完成，则要好
好下一番功夫。闫国志曾制作了一只
象征吉祥寓意的公鸡形态手工葫芦
灯，用了大大小小 5 个葫芦拼接而
成，每天制作10多个小时，历时半个
月才完工。

去年，闫国志将自己做的几只手
工葫芦带到泊头新开的商业街上售

卖，葫芦一经摆出，便受到了人们的
关注，一连卖出去了几个，还收获了
大家的认可。有人一边细细观赏，一
边夸赞他说：“老爷子，您这手艺可
真了不得。”

闫国志卖手工葫芦不定价，人们
给多少就收多少。用他的话说：“只
要价钱对得起这制作工夫就行。”

因为大家的认可，闫国志干得更
有劲了。“我这岁数去摆摊，卖不卖

东西无所谓，有人认可我这手艺，就
觉得心里特别敞亮。”闫国志说。

虽然之前生病身体落下了病根，
闫国志行动不便，可有了葫芦为伴，
他也乐在其中。闫国志一边制作葫
芦，一边说：“我还有个小心愿，希
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我做的手工葫芦
作品，也希望能和喜欢葫芦的人一起
探讨镂空葫芦的制作方法，把这项手
艺传承下去。”

33 雕刻葫芦匠心传

今年 59岁的祁永兴在海兴县工
作，是一位有着 40年围棋棋龄的业
余棋手。他有个小小的围棋梦，就
是让乡村孩子们从小认识围棋；他
还有个大大的围棋梦，就是让“围
棋精神”在乡村孩子中代代相传。

让农村的孩子们认识
“高端游戏”——围棋

几天前，在海兴县青少年活动
中心，围棋老师祁永兴正带领孩子
们对决，他们正在为3月3日的沧州
市围棋定段赛作准备。这群孩子聚
在一起，只为同一个围棋梦。

因为没有参加围棋段位赛，祁
永兴常说自己是个“冒牌货”，但他
却扎根围棋教育8年，让海兴县乡村
小学的很多孩子从小认识围棋，爱
上围棋。

祁永兴在上大学时接触到围
棋，和围棋为伴，祁永兴受益匪
浅。于是他萌发了一个愿望，希望
把围棋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
2016年，海兴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成
立围棋班，祁永兴义无反顾地担任

了围棋教师，用饱满的热情为孩子
们讲解围棋启蒙知识。

因为不收取任何费用，前来报名
的孩子络绎不绝。在孩子们稚嫩又渴
望的眼中，祁永兴感觉围棋像一束光
照进了他们的内心，这让他的心中燃
起了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为农村
孩子传播围棋知识的想法。

从乡村走出了
数不清的“围棋娃娃”

祁永兴的公益围棋课常常座无
虚席，但受限于设施、授课规模
等，很多想过来学围棋的孩子无法
如愿。

祁永兴也一直在想办法。2020
年，海兴县以村镇小学为依托，设立
了7个乡镇少年宫，其中最远的在张
会亭小学，离县城有25公里。“远不
怕，我去！只要有教室，孩子想学，
我就没意见。”祁永兴得知后，难掩
心中的喜悦，主动担负起张会亭小学
和高湾镇洼冯小学的围棋公益教学任
务。

每年春秋两季的公益课上，祁

永兴每次都会精心准备教学内容。
面对低龄儿童，更是从最简单的认
知开始，教他们吃子的各种技法。
祁永兴说：“教围棋，就要真正挖掘
围棋的教育属性，既要让孩子们懂
得博弈的技巧，也要让孩子们了解
里面蕴含的文化和艺术内涵。”

要问教过多少学生，祁永兴也记
不得了。多年来，祁永兴带出了一批
又一批的“围棋娃娃”，其中已有不
少人考入了大学。刚刚过去的寒假，
在衡水市读高中的杨佳林回到县青少
年活动中心，即便高中功课紧张，他
也不忘来这儿过把瘾。与此同时，他
还教小弟弟小妹妹们下围棋。作为从
这里走出去的“围棋娃娃”，他说：

“从围棋中，我领略了一场场智慧与
胆识的较量，也在一次次考验中提高
了心理素质。围棋带给我快乐，也磨
炼了品格，让我面对挑战和困难更有
恒心和毅力。”

去年，在祁永兴的带领下，35
人次成功升段，其中6名小学生来自
乡村学校。祁永兴说：“升段不是目
的，让孩子们感受到围棋的魅力才
是最重要的。”

培养更多新生力量
让“围棋精神”代代相传

祁永兴把孩子们领进围棋大门，
也教会了大家做人做事的道理。“要知
进退，有取舍。下棋如此，做事亦是
如此，万不能玩物丧志。”祁永兴说，
公益课堂的遍地开花让围棋走进了千
家万户，他支持孩子们学棋，也会切
合时宜地劝退。

“下棋上瘾，如果学生功课紧
张，我还是会劝大家把更多精力放
在主课上。”祁永兴说。

近几年，祁永兴又尝试开展了多
种形式的围棋公益课堂。在围棋教学
网络平台上，已连续开展了6期网络
公益课堂。他在网上为大家讲围棋启

蒙知识，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广
东、浙江、河南等地的数百人加入公
益课堂。

与此同时，祁永兴还在乡镇少年
宫为家长和教师普及围棋知识，想带
动更多力量参与到这一公益事业中。
已经通过围棋业余1段的张会亭镇张
会亭小学教师方娜，和学生们一起跟
随祁永兴上围棋课，在围棋公益课堂
上，她认真学习各种技巧，也指导孩
子们学习围棋中的文化精神，在这
里，她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祁
永兴倍感欣慰，他说：“如果有一天，
我教不动了也不怕，因为还有很多和
方娜一样的年轻教师，真心把围棋当
作一种公益事业来做。我相信围棋精
神一定能在乡村孩子们中代代相传。”

▶作品《宝莲灯》

◀公鸡形态的
吉祥葫芦灯

本报讯（记者吕坤 尹君伊 通讯员谭
鑫）“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现在
我们正在赶往幼儿园食堂，咱们一起去检
查一下那边的食品安全情况。”

2月 28日 16时，肃宁县市场监管局
直播间内，刚刚开播半小时，观众人数已
经超过 1500人。和一般的直播间不同，
肃宁县把视频抽检“搬”进直播间，工作
人员化身主播，抽检团队随时待命。食品
安全抽检的“指挥棒”交到了消费者手
中，群众“点单”到哪儿，工作人员就立
马去“检单”，全程直播，透明执法顺带
科普。

8分钟后，直播团队就来到了刚刚观
众“点单”的肃宁忠德实验幼儿园。亮出
证件，穿戴好工作服，立即进入后厨。

餐具洁净度如何？现场拿出检测设
备，仅仅 13秒，仪器显示合格。工作人
员还不忘嘱咐后厨：“这套餐具要再次清
洗后放入消毒柜。”留样冰箱打开，温
度、时间、克重、标签，逐一检查，同时
继续进行科普：“克重需要超过 125克”

“留样要在 48小时内”；紫外线消毒灯使
用时间如何？台账是否规范？就连当天更
换菜谱，需要规范哪些流程都讲得明明白
白。直到取回的样本在镜头前出了数据，
这场直播才告结束。

自2023年11月23日以来，这样的直
播已经进行了70场，监督抽检食品800多
批次，最多的一场直播，观看人数超过了
6万。

执法更透明、食品安全更被重视、社
会关注度越来越高，商户对直播点单也从
最初的“怕”，变成如今的“盼”。

紧邻政府后街食品快检追溯试点的水
果店内，店主李英娜特意把箱子挪开，露
出墙上几十个二维码。原来，直播被抽检
的合格商品都免费发放这样一个二维码，
消费者一扫就能看到检验结果。在李英娜
看来，这比啥推荐都强。

想检哪家想检哪家““你你点单点单””
全程透明全程透明““跟着看跟着看””

肃宁把食品肃宁把食品抽检抽检
““搬搬””进直进直播间播间

▼葫芦灯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