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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正带领孩子们冬练。

近来，在任丘市梁召镇北丁坞
村，村“两委”结合本村武术文化
优势组建武术队，组织村里志愿者
义务教授孩子们沧州市级非遗武术
项目“五虎群梢子”。村党支部还
积极筹措资金，为孩子们置办武术
服装和练习道具，助力这一非遗文
化传承。

韩慧峰 摄

▲一个孩子正在做示范。

▶孩子们一招一式很用心。

孟村回族自治县孟村回族自治县

每周都有工笔画公益培训每周都有工笔画公益培训
本 报 讯 （记 者 胡 学

敏 通讯员刘冰 刘晓雨）
日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
文化馆内，众多工笔画爱
好者相聚在一起，跟随老
师学习工笔画。据介绍，
孟村回族自治县工笔画学
会文化馆公益班每周日都
会准时开课。

“除了每周日开课，我
们还会根据学员需求，在
其他时间临时加开课程，
如果乡镇上有学习需求的
人多，我们还会组织老师
到乡镇授课。”孟村回族
自治县文联主席张美丽介
绍，为了方便大家学习，
孟村回族自治县工笔画学
会在每个乡镇都设有培训

点，并准备了笔墨纸砚。
培训时，授课老师会

为工笔画爱好者们详细讲
解工笔画创作中对笔墨纸
砚的要求、工笔画基本知
识，示范工笔画常用的创
作手法，让工笔画爱好者
们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操
作，逐步掌握工笔画创作
技巧。

相关负责人表示，孟
村回族自治县文联将坚持
以工笔画实训中心、工笔
画实训基地、工笔画小镇
实训站为依托，传承工笔
画艺术，壮大工笔画创作
队伍，激励广大工笔画爱
好 者 创 作 出 更 多 精 品 佳
作。

本报讯（记者胡学敏）
日前，新华区小赵庄乡芦家
园村乡村书吧聚集了不少孩
子，他们津津有味地阅读喜
爱的绘本。“不出村就能读
好 书 ， 孩 子 很 喜 欢 来 这
里。”一位陪着孩子来看书
的家长说。

据介绍，芦家园村乡村
书吧是新华区首个乡村书
吧，占地约200平方米，书吧
内设置了不同的区域，并配
备了空调、投影仪等设备。
同时，在图书借阅范围上，
芦家园村乡村书吧不仅面向
附近村民开放借阅，更通过
优化图书登记方式实现了全
区范围内的图书通借通还以
及数字文化资源共建共享。

新华区文旅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乡村书吧运营以

来，新华区文旅局多次调研
走访，深入了解村民需求，
共从区图书馆调拨 1000余
册图书。这些图书主要以少
儿科普、儿童文学等门类为
主。同时，新华区文旅局根
据读者需求不定期调整图书
类目，保持书吧的新鲜感和
吸引力。

为让乡村书吧“活起
来”，新华区文旅局利用线
上线下多种渠道，向辖区群
众介绍书吧的具体情况和服
务内容等信息，不定期举办
读书分享会、知识讲座、亲
子阅读等活动，邀请专家学
者、文化名人走进乡村书
吧，以“乡愁”“老物件”
为依托，讲述区域文化故
事，为附近群众的文化生活
增色添辉。

新华区图书馆新华区图书馆

为乡村书吧为乡村书吧
充实千余册图书充实千余册图书

本报讯 （记者韩学敏
通讯员吕志刚）近日，河北
省教育厅正式公布了第二批
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
点学校名单，沧州市共有 5
所学校脱颖而出，成功入
选。

本次入选的 5所学校分
别是：沧州市第一中学、东
光县第三中学、沧州市新华
小学、沧州市重庆路小学、
南皮县迎宾小学。

这 些 学 校 涵 盖 了 高
中 、 初 中 和 小 学 各 个 学
段，它们通过开设特色课
程、搭建创新平台、组织
实践活动等多种方式，有
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创造力，培养了一批批
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的人才，展示了沧州市在
人工智能与创客教育方面
的全面布局和均衡发展。

沧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全市各级教育部门
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与创客教
育的发展，积极推广智能教
学设备和创新教育理念，鼓
励学校探索新型教学模式，
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今后，获批试点校将
积极探索，努力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带动周边学校共同
推进人工智能与创客教育发
展，赋能教育事业不断取得
新进步。

省第二批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省第二批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
试点学校名单公布试点学校名单公布

沧州沧州55所学校榜上有名所学校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孙杰）“邓洪芹老师
坚持拄拐到校上课已经两个多月了，她
没有因为伤病耽误学生们一节课，她的
精神让我很感动。”12月19日，渤海新
区黄骅市吕桥镇周青庄中心校校长张宝
新说。

邓洪芹是吕桥镇周青庄中心校五
年级语文老师。两个多月前，她在参
加当地组织的一次大型演讲活动时，
不慎从台阶上摔下来，造成左脚跟腱
断裂。

医生为她治疗后，建议她静养一
段时间。但是，第二天一早，邓洪芹
便拄着拐准时站在了讲台上。

“我如果不来，学校还得安排其
他老师代课，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更重要的是，中途换老师，我怕孩子
们不适应，影响学习……”邓洪芹
说。

邓洪芹家住三楼，她教的班级在
二楼，每天她都要拄着拐，依靠单腿
上下楼。担心她途中发生意外，同事
和家人都会轮流接送邓洪芹上下班。
就这样，连续两个半月，邓红芹没落
下一节课。

“学生们的成绩没有受到影响，我
特别欣慰。每天能陪着他们一起努力，
我就很高兴，辛苦点不算啥。”邓洪芹
说。

渤海新区黄骅市女渤海新区黄骅市女
教师邓洪芹教师邓洪芹

拄着拐杖去上课拄着拐杖去上课

近日，运河区嘉禾一方小区嘉联物业邀请业主开展物
业管理体验活动，增进业主对物业工作的了解。

蒲子然 摄

优美的舞蹈、婉转的歌声、韵味十足
的戏曲……冬闲时节，位于东光县秦村镇
秦三村的群众文化活动室内，每天下午、
晚上都是好戏连台，十里八村的戏迷票友
和文艺爱好者欢聚在这里，倾情演绎、交
流切磋，好不热闹。

秦村群众文化活动室是秦三村 79岁
的文艺爱好者刘庆祥建立的。“随着人们
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
也有了更高追求，村里有不少人会吹拉弹
唱。”刘庆祥说，天气暖和的时候，大家
可以去村里广场上唱歌跳舞，但到了冬
天，室外温度低，大家再想外出活动就不
方便了。2018 年，刘庆祥腾出自家门
市，为村里文艺爱好者提供活动阵地，组
建了秦村群众文化活动室，并自费购置大
量乐器、音响设备等。

随着活动室闯出名堂，如今，这里的
成员已由之前的 1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 30
多人。大家根据兴趣爱好，还组建了鼓乐
队、秧歌队、演唱队、舞蹈队等队伍，编
排了200多个节目，经常到村里或县城演
出。

12月 18日下午，秦村群艺馆的部分
成员正在排练《二进宫》《武家坡》《军民
鱼水情》等节目，为元旦联欢会作准备。
演员们练得认真，观众们看得入神，一到
精彩处，台下叫好声不断。

“我加入文化活动室已经 6年了。过

去冬闲时，我经常猫在家里，现在经常
到文化活动室‘打卡’，和兄弟姐妹们
一起唱歌跳舞，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愉
悦了心情。”文艺爱好者齐桂红高兴地
说。

“从现在到明年正月十五，我们准备
了好几场演出，努力让每位成员都能登台
献艺，展现咱村里人的新风貌。”刘庆祥
表示，秦村群众文化活动室将来还会努力

推出更多精彩节目，传承传统文化，丰富
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讲述人：沧州车务段沧州站党总支副书记 陈艳茹

看到崭新的“沧州站”牌匾正式挂
在火车站大门上，我和同事们都很兴
奋。几天来，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拍
照，先睹为快焕然一新的沧州火车站。

1996年 8月，我正式来到沧州火车
站工作，一直从事客运相关工作，先后
担任过客运员、售票员、广播员等，与
沧州火车站共同度过了近 30年的风风雨
雨。沧州火车站犹如一座温馨的驿站，

每天数以万计的人们在这里相遇，这里
留下了太多铁路人与旅客间的温暖与感
动。

帮助残疾人快速办理乘车、背着年
老的旅客上下车、为长途旅客寻得遗失
物品……这些年来，在广大旅客出行乘
坐火车的同时，沧州火车站内发生了很
多暖心的故事，令我为能成为一名铁路
员工而感到自豪。2010年以来，我们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队作用，先后打造了
“客运雷锋班”和“老兵服务组”两个优
质服务品牌，不仅确保了作业安全，也
提升了服务质量，每年都会收到各地旅
客送来的表扬信、锦旗等。

作为一名铁路员工，这一年来，我
一直关注着沧州火车站改造工程的进
展。这里每天发生的新变化我都看在眼
里：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功能多样的

配套设施、配备电梯和雨棚的站台……
相信更好的乘车环境和硬件设施，会极
大地完善沧州火车站的服务功能，提升
火车站的形象。

我很期待崭新的沧州火车站正式投
用的那一天，希望它越来越好，为沧州
市民和广大旅客带来更加便捷、舒适的
出行体验。

本报记者杨昊文整理

我和沧州火车站的故事我和沧州火车站的故事

期待新火车站正式投用的那一天期待新火车站正式投用的那一天

戏迷在秦村群众文化活动室排练戏迷在秦村群众文化活动室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