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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言

周末到公园遛弯儿，篮球场
上一个特殊的身影吸引了我的注
意。

他看上去 40 岁上下的样
子，身材并不魁梧，但足够
精 壮 ， 运 球 、 上 篮 一 气 呵
成，一看就是长年打球的老
手。但这些并不是最引人注
意的地方——他是一名残疾
人，左臂小臂以下空荡荡的。

趁他休息，我们聊了几句。
他从小就喜欢篮球，也曾

是体校的一名篮球生。那时
候，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职
业选手，即便成不了职业选
手，做一名篮球启蒙教练也
行。

可是，一场意外，让他变
成了现在的样子。

他也曾迷茫、沉沦，觉得
人生失去了目标，好多年后才
从“泥潭”中爬出来。“不甘心
又能怎样呢？日子不过了？”
说完，他就回到了球场上。

这不禁让我想到一段关于梦
想的文字：“梦想的意义不仅仅
是为了实现，还包括在努力实现
的过程中，收获逐渐变强的自
己，并时刻提醒我们，去努力变
得更好。”

生活不会因为梦想的实现
或 破 灭 停 下 脚 步 。 很 多 时
候，面对梦想，我们的付出

与坚持并不能立竿见影，甚至
有时看上去似乎是徒劳，但这
并非毫无意义。就像球场上那
个特殊的身影，于他，成为职
业选手的梦想已经无法实现，
就连实现第二选择似乎也希
望渺茫，可他依然重新回到
了球场上。

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我
们会遭遇各种困难和挑战，陷
入焦虑和迷茫，甚至随时都有
可能面临梦想的破灭，但我们
仍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因为梦
想的意义不仅仅是实现。

梦想给予人们方向和目
标，给人们带来激情并赋予人
们有意义的生活。心怀梦想，
并且愿意付诸行动，这才是梦
想存在的意义。

看着篮球场上那个特殊的
身影，我觉得他仍在逐梦。球
场上的他，不是随波逐流的漂
泊者，而是驾驶梦想之轮的船
长，他分明在说：“虽然成不了
职业选手，但篮球永远是我的
梦想。我还能在球场上奔跑，
还能感受打球带来的快乐，这
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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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人画着甜蜜的画快乐的人画着甜蜜的画快乐的人画着甜蜜的画
本报记者 张智超

以勺作笔，融糖为墨，王金红的糖画摊前从不缺少顾客。

摊位前围得最多的还是孩子。他们兴奋地望着展示架上的兔子、小牛、花篮、凤凰，甚至还有奥特曼，这些糖画交

错叠放在一起，好似一枚枚镂空的、闪烁着晶莹光亮的琥珀——

晚上 10点，54岁的刘士雪推
开家门。她刚刚走访完村里的几位
老党员，满身疲惫，心里却很畅
快。

家住肃宁县尚村镇内村的刘
士雪，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养殖能
手，也是肃宁县巾帼志愿服务队
副队长。从事公益活动这些年，
她早就习惯了每晚这个时候才能
到家。

把孤寡老人当作家人

不管多忙，每个星期三的上
午，刘士雪和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的
志愿者们，都会挤出时间、备好食
材，到尚村镇的孝老食堂为老人们
服务。

她们这样做已经有一年了。
为二三十位老人做一顿丰盛的

午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
何况，她们还要为老人们洗澡、理
发，天气不好时要把饭菜送到老人
家里，逢年过节还会带上孩子来为
老人们表演节目。

在刘士雪和大家的努力下，尚
村镇孝老食堂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
食堂，越来越多的老人把这里当成
第二个家。80岁的冯顺通没结过
婚，无儿无女，这些年一直独居。
他说：“以前一个人住惯了，从来
没计算过日子。可现在，每天就盼
着星期三能早点到。”

刘士雪又何尝不是如此。
早在孝老食堂成立前，她就经

常到孤寡老人家里做公益，帮老人
做饭、收拾家务，陪老人聊天……
在她眼里，这些老人就和自己的亲
人一样，几天不见，就想他们。

一条路走了34年

刘士雪 20岁结婚成家，同样
是在那一年，受丈夫影响，她踏上
了公益路，一走就是34年。

刘士雪的丈夫张振国是一名残
疾人，早些年开过门诊。身为医
生，再加上残疾人的身份，张振国
对弱者的遭遇更能感同身受，为困
难群众免除医药费是经常的事。

刘士雪结婚后才知道丈夫时

常接济弱势群体，她一边庆幸自
己没有嫁错人，一边默默记下那
些需要帮助的病患，尤其是那些
孤寡老人。对于他们平时吃什么
药，家里有什么难处，刘士雪都
一清二楚。

不忙的时候，刘士雪就到这些
弱势病患、孤寡老人家里，帮忙收
收庄稼、干干家务，又或者隔一两
天为他们做一顿饭。虽然做不到天
天如此，但依然能让他们感受到如
家人般的关心和照顾。

后来，刘士雪和丈夫改行干起
了养殖，依然有不少弱势病患前来
问诊，刘士雪就带着他们到其他诊
所看病。她这边跟医生说“病人是
俺亲戚，医药费俺出”，另一边又
和病患说“医生是俺亲戚，看病不
花钱”。但实际上，刘士雪与他们
非亲非故，所有费用从来都是她
出。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2021年，刘士雪当“官”了。
那一年，肃宁县成立巾帼志愿

服务队，长期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
刘士雪被任命为副队长。“一个人
的力量是有限的。以前我总在想自
己能帮多少人，现在思考更多的是
能带动多少人从事志愿服务活
动。”刘士雪说。

策划活动、四处宣传……光是
在内村，刘士雪就发展了 14名村
民加入巾帼志愿服务队。如今，她
们都成了“顶梁柱”，每个星期三
的上午，都会和刘士雪一起到镇里
的孝老食堂服务，不管多忙都是如
此。

这几年，肃宁县的电子商务发
展很快，很多人借此赚到了真金白
银，刘士雪也发现这是个“宝
矿”，“这买卖不错，技术门槛低，
能说会道就行；投资金额也不大，
往小了说，有个手机就能干。”她
鼓励引导志愿者学习电子商务，学
成后，再把技术教给有创业意向的
人们。

在很多人眼里，她如同一个原
点，源源不断地向四周发散着善
意。

3434年年，，
她在公益路上前行她在公益路上前行
本报记者 张智超

20岁那年，刘士雪结婚成家，同样是在那一年，她踏

上了公益路。照顾孤寡老人，免费救治家庭困难的病患，

帮助有需求的人创业、就业——

再有几天，贾跃杰和刘汶征就
要离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第
一中学了。他们是沧州师范学院体
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
学生。一个多月前，他们来到轮
台，教当地学生练习武术。

近年来，随着两地文化交流不
断深入，在轮台，越来越多的人喜
欢上了传统武术，其中就包括轮台
县第一中学的学生们。为此，轮台
县第一中学开展了“文化润疆 武术
进校园”活动，并在沧州市援疆前
方指挥部与轮台县科教局的协调对
接下，与沧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取
得了联系。贾跃杰和刘汶征成为首
批来到轮台县第一中学的武术指导
老师。

“以前，我们作为代课老师参加过
多次武术进校园活动，当得知有机会
能帮助轮台的中学生学习武术时，心
里特别激动，都盼着早点来到这里。”
贾跃杰和刘汶征说。

轮台县距离沧州 3000多公里，两
地气候、饮食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
因为水土不服，刘汶征刚到轮台就发
起了高烧，一个星期后才完全康复，
但即使发烧，他也没有耽误一节课。
他说：“我们在轮台的时间只有两个月
左右，而习武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我
们的目的不只是教会当地学生某一套
拳法，也想把武术文化、武术精神分
享给他们。”

在轮台县第一中学，贾跃杰和
刘汶征一共负责 5 个班级，他们利
用体育课教学生练习中国传统武术
基础拳法——五步拳。“同学们很喜
欢武术，不光在体育课上练，在家
里也练，还经常问我们问题，有的
甚至想走专业道路。”贾跃杰说。

4月初，轮台县第一中学武术队
正式成立，成员一共 45 人，他们都
是贾跃杰和刘汶征的“徒弟”。此
外，贾跃杰和刘汶征还利用课余时间
编排了一套武术操，全校学生每天都

会练习。
“武术进校园活动不仅有助于打造

独特的校园文化，还能帮助学生强身
健体，培养他们的勇气和毅力。我们

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两地
文化交流，为文化润疆作出更大贡
献。”轮台县第一中学校长、我市第10
批援疆教师领队张松良说。

““我们为轮台中学生上武术课我们为轮台中学生上武术课”” 本报记者 张智超

30多年过去了，在王金红眼里，
人们买糖画时的兴奋劲儿一直没变。
他们还是喜欢围观师傅作画，喜欢在
接过糖画时发出“哇”一声惊叹。

45 岁的王金红是一名糖画手艺
人，也是沧州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会
员。闻着香甜的糖稀味道，看着人们
灿烂的脸庞，王金红觉得，世上再没
什么事比制作糖画更能让她感到甜蜜
的了。

快乐是相同的

王金红的糖画工作室在园博园承
德园。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她都会把
摊子推到承德园门口，摊子周围总是
围满了人。

孩子是糖画消费的主力军，路过
糖画摊，没有几个不驻足的。他们兴
奋地望着展示架上的兔子、小牛、花
篮、凤凰，甚至还有奥特曼，这些糖
画交错叠放在一起，好似一枚枚镂空
的、闪烁着晶莹光亮的琥珀。

甜食总能让人感到快乐，而糖画
给予的快乐是双倍的。无论男女老
少，人们围在摊位前，看着王金红以
勺作笔，融糖为墨，焦香的甜味仿佛
有种魔力，能让时间倒流，让现实和
记忆重合。接过糖画的那一刻，每个
人都快乐得像个孩子。

这种场面总能让王金红回想起小
时候——只要父亲的糖画摊摆出来，
孩子们立刻就会围上去。买糖画前，
要先转转盘。转盘被分成 12个格子，
12 个格子对应着十二生肖，谁转到
龙，就相当于中了大奖。这是因为花
同样的钱，可以得到用料最多、体型
最大、工艺最复杂的糖画。

不过如今不太一样了，现在的孩
子更喜欢私人定制。顾客要什么，王
金红就画什么，只需提供一张照片。

有一次，有个孩子想要赛罗奥特
曼，王金红没见过，孩子又提供不出
照片，她就让孩子把赛罗奥特曼的特
点说出来。“我也不知道画得像不像，
反正那孩子挺高兴。隔着 30多年的时
光，这股高兴劲儿和我们小时候一个
样。”王金红时常在想，糖画手艺传承
几百年，孩子们喜欢的形象换了一批
又换一批，但快乐却是相同的。

幸福的苦差事

制作糖画并不容易，只要不是体
型特别大、画起来特别复杂的形象，
都要一笔完成，至于线条粗细则全靠
手上功夫。比如画眼睛，要先画一个
细细的圆圈，然后再把圆圈填实。以
勺作笔，手上感觉稍有差池，眼睛就
变成了糖饼。

比画更难的是熬糖。
糖稀对火候的要求很高，要控制

在 110℃到 120℃之间，高了低了都不
行。为了防止糊锅，熬糖时，还要全
程盯着、不时搅拌，整个过程要持续
两三个小时，腰酸背疼是免不了的。
至于糖稀熬没熬好，则只能通过糖丝
长度和糖泡大小辨别，这就靠手艺人
的眼力了。

但在王金红眼里，这些都不算什
么。

她 10来岁就跟着父母一起熬糖。
那时候用的是煤油炉，不光冒黑烟，
火力也不好控制，经常一熬就到大半
夜。

王金红父母觉得这行当太辛苦，
一份糖只卖三五分钱，画成糖画也才
两毛钱一个，付出与获得不成正比。
即便这手艺养活了家里几代人，他们
还是不愿意让女儿学习。

可困难再多也抵不过喜欢。因为
喜欢，所有辛苦在王金红眼里都成了
乐趣。

重逢的甜蜜

凡事都有兴衰更迭，老手艺也不
例外。时光流逝，王金红慢慢长大，
原本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糖画，也逐渐
被各种零食替代。

这些年，王金红修过手机、干过
美容，10来年前，还与人合资开了一

家养生馆。她一度认为，制作糖画的
那把勺子，再也没机会捡起来了。

直到 2022年底，王金红的丈夫、
市级非遗释心斋葫芦烙画代表性传承
人陈晓飞，准备组织一场非遗进校园
活动，为了丰富项目，他把王金红也
邀请了进来。

20多年没制作糖画了，王金红既
紧张又兴奋。她连夜熬了一锅糖稀，
试着画了一只生肖兔，“还好，小时候
的手艺没丢。”

在那次活动上，一共有 20多项非
遗、老手艺亮相，就王金红摊位前聚
集的孩子多。到最后，糖稀都用完
了，孩子们还舍不得离开。

世间最美好的相遇是重逢，糖画
之于王金红也是如此。

她重新燃起了希望，白天在养生
馆忙活，晚上在家练习制作糖画，甚
至不惜推掉许多客户。很多人不理
解，“放着挣钱的买卖不干，整天摆弄
糖稀，简直着了魔。”

王金红自有她的底气——她带糖

画手艺走进校园，每次授课，学生多
到桌椅板凳不够用。王金红坚信，“只
要孩子们喜欢，这门手艺就一定有未
来。”

去年下半年，她把工作室搬到园
博园承德园，每逢周末、节假日，排
队买糖画的游客从门里排到门外。不
在工作室的时候，王金红会提前把做
好的糖画放在门口，并立上一块写有

“扫码自取”的牌子，“收款的消息一
条接一条，人们还是喜欢糖画的。”王
金红高兴地说。

如今，王金红在糖画上花费的精
力越来越多，就连养生馆都无暇打
理。有人问她：“万一以后糖画过时
了，没人买了怎么办？”王金红停顿了
一会儿，笑着说：“快乐和甜蜜，一千
年也不会过时！”

▲在王金红心里，世
上再没什么事比制作糖画
更能让她感到甜蜜的了。

在轮台县第一中学，贾跃杰和刘汶征教学生们练习武术。

◀制作糖画并不容
易，以勺作笔，融糖为墨，
线条粗细全靠手上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