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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淋过雨因为淋过雨因为淋过雨 更想为别人撑把伞更想为别人撑把伞更想为别人撑把伞

11岁之前，李海旺的生活被很多人羡慕着，但之后，父亲、哥哥、母亲相继离世，让他的人生跌入谷底，也让他在磨

炼中拥有了对他人苦难感同身受的能力。

如今，事业有成的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公益事业上，10年间，累计捐款300余万元——

在韩双喜眼里，木雕技艺拥有
赋予木料生命的魔力。

今年 39 岁的韩双喜，是河间市

级非遗项目河间木雕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10 多年来，他沉迷在木雕的
世界里，一往情深。

木雕世界里一往情深木雕世界里一往情深木雕世界里一往情深
本报记者 尹 超 本报通讯员 高秀珍

离家学艺

韩双喜与木雕结缘，离不开家庭
的熏陶。

韩双喜父亲韩焕昌是一名木匠，
年轻时经常在家里做家具。韩双喜从
小跟在爸爸身边，耳濡目染，对木头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小时候，爷爷有一套实木家
具，上面雕满了各种传统花纹，特别
好看。其中有几片雕板，我到现在还
珍藏着。”韩双喜说，这些雕板采用的
是浅浮雕工艺，非常精美。为了了解
它的制作过程，他查阅过很多资料，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木雕有了
更多了解。

不过，韩双喜真正喜欢上木雕艺
术，是因为一件木雕葫芦作品。“作品

以木头为材质，被雕刻成了葫芦的形
状，叶片脉络清晰，藤蔓蜿蜒细长，
整件作品惟妙惟肖。”只一眼，韩双喜
就被打动了。

2008年，韩双喜背上行囊，只身
到天津学习木雕技艺。

从打扫卫生、干零活开始，韩双喜
一点点了解木雕种类，学习不同刻刀的
用途，选料、打磨、着色、上光……木
雕工艺繁琐复杂，韩双喜学得刻苦，
却也满心欢喜。

两年后，韩双喜已经可以在师父
指导下雕刻一些小物件了。有一次，
他雕了一件半镂空的作品，名字叫
《富贵》，这件作品在天津民间艺术展
中获得了优秀奖。

34岁的李海旺是孟村回族自治
县高寨镇小马闸口村人，也是河北圣
寰管道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孟村，很多人听说过李海旺
的名字，知道他是办起中型规上企
业的“90后”创业者，也知道他是
热衷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但只有
熟悉的人才知道，他曾经也是个

“苦孩子”。
每当被人问起做公益的原因，

李海旺总会说，他不仅仅是为了帮
助别人，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儿时的
遗憾。

白手起家

11岁之前，李海旺的生活被很
多人羡慕着——父亲把养殖场经营得
红红火火，全家人衣食无忧；平日
里，有母亲和哥哥陪伴，整个村子都
是他的游乐场。

然而世事难料。11岁那年，父
亲因病去世，几年后，哥哥和母亲也
相继离世，这一系列变故，让李海旺
的人生跌入谷底，也让他早早地成长
起来。

初入社会，李海旺种过地、卖过
菜、收过废品、做过销售……他心里
始终憋着一股劲儿：“再多苦难也不
能将我打倒。无论如何，我都要靠自
己的本事重新站起来！”

20岁开始创业，李海旺成立了
一支工程队，专为工厂搭建彩钢板
房。

那段时间，李海旺每天都要爬到
十三四米高的钢架上作业，电弧温度
高达几千摄氏度，他既要防止高空跌
落，还要提防被电弧灼伤。

但意外总是在所难免，有时是眼
睛被灼伤，有时是皮肤被烫伤，更有
时旧伤还没痊愈就又在同一个位置添
了新伤。“那时最怕夏天，大太阳晒
着，汗珠子一个劲儿往下淌，用手轻
轻抹一下，脸上的皮肤像搓泥一样往
下掉，都是烫坏的死皮。”李海旺回
忆说。

2014年，靠着辛苦攒下的第一
桶金，李海旺转投弯头行业。他从个
体工商户做起，一步步将企业发展成
为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型
规上企业。

弥补遗憾

生活的困苦没有击倒李海旺，反
而让他拥有了对他人苦难感同身受的
能力。

就在一个月前，李海旺刚刚为
一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送去了
5000元慰问金。“孩子挺可怜的，眼
睛不好，父母残疾，从小和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可是她学习特别好，
人也孝顺……”说起那名困难学生
的优点，李海旺像夸奖自家孩子一
样，根本停不下来。

竭尽所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一直是李海旺的心愿。

从2014年开始，随着事业和生活
重回正轨，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公益事
业上。加入孟村回族自治县博济志愿者
协会，帮助困难儿童、孤寡老人……对
于需要帮助的人，他从不吝啬。

去年，孟村组织了一次“圆梦微
心愿”活动，上百名困难孩子许下了
小小心愿。李海旺知道后，第一时间

参与活动。
书包、球鞋、羽毛球拍……当看

到孩子们的“微心愿”清单时，李海
旺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这些孩
子心仪的小小礼物，都是他小时候梦
寐以求的。要不是其他爱心人士已经
认领了部分“微心愿”，他愿意帮孩
子们全部实现。

最终，李海旺在那次活动中认领
了55个“微心愿”，又另外准备了一
些礼物和善款，在活动当天给孩子们
送了过去。

这些年，像这样的活动，李海旺
参加了无数次。10年间，他累计捐
款300余万元。他说，做公益不仅仅
是为了帮助别人，也是为了弥补自己
儿时的遗憾。

推己及人

因为自己亲人去世早，李海旺一
直用实际行动鼓励公司员工及早尽
孝。

从 2021年开始，他每年都会组
织正式员工外出旅游，全部费用都由
他个人支付，而他对员工的要求只有
一个，就是必须携家人一起参加，而
且人数越多越好。

李海旺第一次组织员工外出旅
游，起初只有两个员工为家人报了
名。看到名单时，他一下就急了。

“我们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家
人，尤其是父母，我就总想着给大伙
儿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多和各自的家
人待一会儿。”李海旺说。

因为一直特别关心员工家庭，所
以员工家里有几口人他都了如指掌，
他当即在微信群里逐个下“任务”，
直到第二份名单报上来，看到一名员
工带了5个家人，他立马高兴了，号
召大家向那位同事学习。

而像这样的活动，李海旺每年都
会组织多次。有时，哪怕公司业务
多，员工没时间，他也会出钱让员工
家人自己出去玩。每到父亲节、母亲
节，他也忘不了为员工父母准备礼品

和红包，红包金额从500元到1000元
不等。

如今，李海旺是孟村回族自治县
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副会长、孟村
回族自治县博济志愿者协会名誉会
长。在他的带动下，公司员工也经常
参与公益活动。

因为淋过雨，所以也想为别人撑
把伞。一面面鲜红的锦旗，一张张写
满荣誉的奖状，就是李海旺奉献爱心
的最好见证。

“人生的路从来都不好走，但哪
怕暂时身处黑暗，也不要忘记，只要
愿意，你就可以让自己活成一束光。
即便不能光芒万丈，也要始终温暖明
亮。”经历过生活的磨炼，李海旺说
话的语气和他的眼神一样坚定自信，
充满热情。

◀因为淋过雨，所以
也想为别人撑把伞。10
年间，李海旺累计捐款
300余万元。

▲李海旺20岁开始创业，如今事业有成。

如痴如醉

2012年，韩双喜学成回家，他专
门腾出一个房间做工作室。从那以
后，不管谁到他家来，一进院子，就
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木香。

韩双喜的工作室里摆满了他的木
雕作品，这些作品形状各异、题材不
一，但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既有
自然之美，也体现着韩双喜的精湛技
艺与独特巧思。

为了把作品雕刻得更加生动形
象，韩双喜养成了用心观察的习
惯。有一次，他想以“清水出芙
蓉”为主题雕刻一件作品，在雕刻
前，他来到荷塘，了解荷花在不同
时段的外形变化，一看就是半天，
甚至忘了吃饭。他蹲下看叶背的脉
络，站起看绽放的荷花，为了看清
一朵藏在荷叶下的花苞，险些掉进
荷塘里。

从荷塘回来时天色已暗，韩双喜
一头就扎进了工作室，将自己看到的
不同形态的荷花画出来，一连画了几

十幅。3个月后，作品出炉，栩栩如
生的木雕荷花引得众人连连称赞。

韩双喜每次创作时都全身心投
入。“有一次他上厕所，两个多小时没
出来，我以为他出了什么事，一看才
知道，正在厕所里构图呢！”乔艳玲笑
着说。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有一次韩双喜帮妻子烧火做饭，正

往灶膛添柴时，他发现了一块造型奇特
的树根，然后就愣住了，连柴都忘了
添。不想火烧到灶膛外边，幸亏乔艳玲
眼疾手快，一把拉开了发呆的韩双喜。
可韩双喜并不以为然，着了魔一样跑进
工作室，在树根上勾描图案。3天后，
那块树根成了一件根雕作品。

邻居们也经常十天半月见不着韩
双喜，因为他没事就闷在屋里，琢磨
木雕。“别人瞧不上的破木头，到他这
里都成了宝贝。”说这话时，乔艳玲语
气里虽然带着嫌弃，但眼里却是满满
的爱意和崇拜。

初心不改

做木雕少不了耐心细致。一件成
功的作品，从选材、去皮、打磨到完
成，中间十几道工序，要几天甚至一
个月才能完成。

10多年里，韩双喜的刻刀在木料
上不停翻飞，一块块木料变身为花
卉、飞禽、人物……每一件作品都凝
结着他太多的心血，图纸用了一大
摞，木材用了一卡车，手上磨出了厚
厚的茧子，伤痕累累。

别人觉得苦，可韩双喜却享受着
这份快乐，他说：“雕刻的过程，就是
见证木料变成艺术品的过程，有一种
说不出的喜悦。”

近几年，韩双喜的名字和作品走

出了河间，走进了全国各地的展销
会。因作品雕工精细、形象逼真、颇
具艺术价值，他获得了不少赞誉。

不少人想拜他为师，韩双喜不仅
从不拒绝，而且不收一分钱。此外，
他还经常带着木雕技艺参加非遗进校
园等公益活动。

韩双喜用刻刀为一块块木料续写
着新的故事。他说：“木雕是老祖宗留
下的技艺，是我们的宝贝，我有责任
把它传承下去。”

都说朽木不可雕，可韩双喜却用他那双化腐朽为神奇的

手，让一块块平平无奇的木头焕发出新的生命——

本报讯（记者尹超）日前，在新
华区熙园社区，一堂以孝道为主题的
国学公益课，吸引了辖区众多居民参
与。

这是新华区熙园社区在这个暑期
举办的首堂国学公益课，为居民讲课
的是沧州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
志愿服务协会的志愿者们。志愿者们
通过一个个经典的故事，引导大家感
恩、尽孝。来现场听课的有中年人，
也有青年人，还有很多跟着父母一起

前来的孩子。一位带孩子听课的辖区
居民说：“趁暑假让孩子多了解一些国
学知识，不仅能让他远离手机、电
脑，对他成长也有好处。”

据熙园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暑假
期间，该社区还将举办其他国学公益
课，课程共计 8 期，包括孝道、爱
国、励志等内容，每周日下午开课。

公益课堂不仅丰富了辖区居民的
生活，也为居民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搭
建了平台。

新华区熙园社区新华区熙园社区

暑期开办国学公益课暑期开办国学公益课

韩双喜用刻刀为木料续写新故事韩双喜用刻刀为木料续写新故事（（资料片资料片））

尽孝没有尽孝没有““难为情难为情”” 知 言

近来，一直被一则暖心的新闻
感动着——在湖南常德的一条马路
上，每当学校放假的时候，总有一
大一小两个身着橙色马甲的身影，
一前一后清扫着路面。

那是一对母子，妈妈拿着扫帚
快速清扫，少年一手夹着扫帚，一
手拖着齐腰高的垃圾桶，熟练地将
树叶和干垃圾装进垃圾桶，再将垃
圾送到中转站，从早上 5 点多一直
打扫到8点。

这位少年叫周奕唯，是一名14
岁的初二学生，他这样做已经一年
多了。

周奕唯的妈妈在一家物业公司
工作，去年 3 月，为补贴家用，她
利用清晨时间兼职做环卫工。

妈妈的付出，周奕唯都看在眼
里，每天上学经过妈妈负责的路段
时，他总会放慢车速，叫声“妈
妈”，还利用课余时间帮妈妈一起清
扫。

或许有人觉得，扫马路的工作
不够体面，做起来有些难为情，就
连妈妈也这样问过周奕唯：“碰到同
学会不会尴尬？会不会觉得扫大街
丢人？”

周奕唯却说：“劳动很光荣，帮

妈妈扫大街一点儿不丢人，不帮才
丢人！”

周奕唯深知妈妈的辛苦，为了
减轻妈妈的负担，他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行动。这份坦然和坚定，是对
孝道的最好诠释。

尽孝，从来不以金钱多少或者
地位高低来衡量，它是源自内心的
情感流露，是对养育之恩的真诚回
报。周奕唯虽然年纪小，但他用实
际行动告诉我们，孝顺父母不一定
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在于日常
生活中的点滴关怀和付出。

尽孝永远不丢人，它是连接上

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情感桥梁，是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火炬。对
此，我们不仅要铭记在心，更要体
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

周奕唯的身影仍显稚嫩，却蕴
含着无穷的力量。感谢他，不光让
人们看到了一条整洁干净的街道，
更让人们看到了一颗纯净的心、一
份无言的爱，看到了人性中最温
暖、最璀璨的光芒。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李海旺每年都组织正式员工外出旅游，全部费用都
由他个人支付，而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员工必须携家人一
起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