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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I背后背后
是温暖的情感是温暖的情感
瞳 言

前几天，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一条信息：一位没有通
过考试的大学生心情不好，
这位大学生的母亲通过咨询
AI，再结合自己的感受安慰
女儿，非常有效。评论区，
有不少年轻人的父母，说自
己也采用过这种方式与孩子
沟通。

有 人 让 AI 写 “ 催 婚
信”，想告诉孩子不结婚的人
生是失败的。但 AI 却回复，

“我明白您作为父母的关心，
但更建议以理解和尊重的态
度进行交流”，此回复引发热
议。

如今，AI 技术迅猛发
展，不仅在工作上给我们带
来了便利，也悄然改变着许
多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很多
家长为了找到和孩子共同的
聊天“频道”，让 AI 出谋划
策，也有不少人把AI当成树
洞，倾诉心声，换来贴心安
慰。

与AI交流，有人觉得好
玩儿，有人感到被治愈。然

而，AI能够触动我们，并非
因为它本身具有情感，而是
我们赋予了它情感的意义。
比如，空巢老人对着虚拟儿
孙展颜开怀，抚慰他们的不
是算法，而是内心深处对亲
情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
说，AI 并非情感的创造者，
而是情感的传递者。

有人觉得AI缺乏人情味
儿。确实，技术提供的并非
爱，但它却让我们有了学习
更好去爱的机会。在那些

“人机味”的回答中，我们可
以看到，爱是坚定的选择与
奔赴，爱是没有偏见的拥抱
和鼓励，重要的从来不是形
式，而是背后的情感。

那些深夜向AI倾诉的人
们，与其说是被算法治愈，
不如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
拥。透过AI这扇窗户，我们
得以更好地理解爱、表达
爱。技术，此时是传递温暖
的媒介，而非情感的替代
品。AI是灯，点亮它的，始
终是人性的温暖。

罗彬罗彬罗彬：：：轮椅上轮椅上轮椅上“““跑跑跑”””出精彩人生出精彩人生出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尹 超

10岁时因疾病导致下肢瘫痪，但他
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通过自己的努
力，不仅成功创业，还成为一名马拉松
选手。38岁的罗彬是泊头人，在泊头市
区经营着几家电器维修店，也曾坐着轮
椅“跑”遍了几十个城市，获得了60余
枚马拉松比赛奖牌。他还热心公益，帮
助他人重拾信心，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

坐着轮椅创业

10岁之前，罗彬有着快乐的童年。
但之后他的一场变故，让一切都变了。

10 岁时，罗彬因一场疾病下肢瘫
痪，不得不坐上轮椅。他最初接受不了
这样的现实，每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后
来，在父母的鼓励下，罗彬走出家门，
每天由家人推着去上学。

那时的罗彬，经常会看一些励志故
事，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头，慢慢生长起
来。读初中的时候，他已经能自己摇着
轮椅上学。“路程约三四公里，摇得慢需
要一个小时到学校，快了是 40分钟。”
罗彬说。

不服输的罗彬一直有一个信念：要
靠双手养活自己。

18岁时，他学习了手机电脑维修技
术，有了一技之长，他的生活也越来越
好。不久后，罗彬开了一家手机、电脑
维修店，生意不错。后来，他娶妻生
子，生活步入正轨。

如今，罗彬的维修店已扩展到 3个
店面，带出了28个徒弟。前几天，一个
徒弟新店开业，还邀请他去剪彩。

罗彬不仅自己创业，还热心公益，积
极帮助其他残疾人。“家庭困难、身体残
疾的人，我可以免费教授维修技术，让他
们有一技之长。”罗彬说，自己还经常参
加泊头孤困儿童救助等公益活动，也会拉
上同为残疾人的朋友一起参加马拉松比
赛，鼓励他们走出家门，勇敢面对生活。

闯进马拉松赛道

工作之余，马拉松赛事是罗彬生活
中的一束光。

今年，罗彬积极报名了多场马拉松
比赛，有 3场中签。最近，他正加紧训
练，确保以最好的状态参赛。

罗彬的马拉松之旅始于2018年。
那一年，他在石家庄参加残疾人技

能大赛时，结识了几位残疾朋友。有次
闲聊，他听其中一位朋友说参加过马拉
松比赛。这让罗彬感到惊讶。回来后，
罗彬在网络上搜索残疾人参加马拉松比
赛的视频与参赛条件，看完后，他内心
的激情被点燃，决定尝试这项具有挑战
性的运动。

首次参赛，罗彬选择了唐山 10 公
里马拉松比赛。尽管他对自己多年的

“轮椅生活”充满信心，但真正“站”

在赛道上时，他才意识到挑战的艰
巨。由于缺乏经验，罗彬在比赛中乱
了节奏，双腿多次滑下轮椅，险些摔
倒。但他依然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
比赛。

首次参赛，虽然没取得好成绩，但
并没有让罗彬退缩，反而激发了他更大
的斗志。他开始每天坚持锻炼，研究如
何通过手臂的力量将轮椅推得更远。他
还加入了泊头理想跑团，与一群热爱跑
步的人一起训练。

经过刻苦训练，总结经验，罗彬又
投入到各种马拉松赛事中，并在江西赣
州举行的一次半程马拉松比赛中，跑出
了2小时12分的好成绩。

在比赛中，罗彬有各种经历，有不
堪的，也有温暖的。2023年，他在德州
参加全程马拉松时，天降大雨。有不少
人放弃了比赛，罗彬和朋友坚持了下

来。在奔“跑”过程中，罗彬的雨衣被
风吹丢了，浑身湿透的他还要时刻小心
滑倒。他笑称，这是他最狼狈但也最难
忘的一次比赛。

还有一次，参加在沧州举行的半程
马拉松，路程过半时，罗彬发现前面有
位70来岁的老人，他加了把劲儿追上老
人，两人边“跑”边聊。老人说本来想
放弃了，看到罗彬又有了动力，最终，
两人相携到达终点。

罗彬说：“比赛中的互帮互助、互相
鼓励，比成绩更重要。我喜欢这种氛
围。”

多次成功，让罗彬信心倍增。比起
成绩，他更享受比赛的过程。他“跑”
上了瘾，开始频繁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
松比赛，体验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收
获不同赛道上的精彩瞬间。几年时间，
他跑遍 7个省份、几十个城市，收获奖
牌60余枚。

传递正能量

在罗彬家的客厅里，60余枚马拉松
奖牌挂满了一面墙，下方贴满了他在比
赛中的照片。这些奖牌不仅是他多年努
力的见证，也代表着他对生活不服输的
态度。

罗彬说：“小时候，特别在意别人的

看法，努力都是为了让别人看。其实，
生活是过给自己的，所有的努力都应该
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

罗彬的生活态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
人生，也影响着身边的人。朋友们都喜
欢找罗彬倾诉，说罗彬身上有阳光的味
道。

罗彬有个同龄的朋友，因小儿麻痹
症瘫痪，很少出门，甚至都不会看红绿
灯。在罗彬的开导下，他开始融入社
会，如今已经成为罗彬一家门店的店
长，也开始参加马拉松比赛。罗彬说：“残
疾朋友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尤其是后天致残的人，他们甚至经历过
生死。马拉松比赛是超越自己、挑战自
己的一次心理考验。”

在生活中，罗彬还经常通过自己的
行动，向孩子们传递一种信念：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
够战胜它。有一次，他开车送孩子上学
时遇到堵车，眼看要迟到，罗彬果断下
车，坐上轮椅对孩子们说：“来，你们跟
着我，咱们‘跑’到学校。”结果，孩子
们追不上他。事后，儿子对他说：“爸
爸，你不能走路却能‘跑’过很多人，
你是我的骄傲。”这令罗彬很欣慰。

“马拉松教会我的不是战胜别人，而
是不断遇见更好的自己。能给身边的人
带来正能量，我很开心。”罗彬说。

研习书法数十年，杨立怀练就了一手绝活儿。一幅由几百个字组成的书法作品，从

起笔到收笔一笔完成，更令人称奇的是，作品中每个字都是中空的——

一气呵成一气呵成一气呵成“““镂空镂空镂空”””之美之美之美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海兴县小山乡小山西村的杨立怀今
年63岁了。当下，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
来说特别重要，一件是接送孙女上下
学，另一件就是练习书法。

杨立怀每日必练书法，这是他几十
年养成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天
不写，浑身难受。”

杨立怀练习的是镂空书法，这是他
的家传绝活儿，镂空书法也在2021年被
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再等等”

书法艺术中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
式，名为“双钩”，即书写者沿笔画描出
字体轮廓并形成空心字。这种书写方式
历史悠久，在印刷术和影印技术还不发
达的古代，人们为了让名家书法作品得
以流传，常常把透明宣纸附在原作上，
以墨线勾描轮廓复制作品，从而得到近
似真迹的作品，后来这种方式成为人们
学习书法的一种方法。

杨立怀的家传绝活儿——镂空书
法，与“双钩”异曲同工。

杨立怀出生在书香世家，祖辈几代
人擅长书法，尤其是镂空书法。

杨立怀记得特别清楚，他小时候，
每当春节临近，来家里求写对联的人就
会络绎不绝。“乡亲们不仅喜欢我家长辈
们写的春联，更喜欢他们写的镂空书
法。”杨立怀说，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他自然而然地也喜欢上了书法，并对镂

空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
只是，杨立怀几次向父亲提出学习

镂空书法的请求时，父亲都让他再等
等：“镂空书法不是简单的描字，书写者
要对字体结构有充分的理解，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笔法精细，若游丝萦绕，一
笔而为数字’。”

苦练习

杨立怀真正开始研究镂空书法，是
在练习普通书法数年以后。

几十年时间里，杨立怀每天坚持练
习，不是在纸上反复勾勒，就是在心里
研究字形，一个镂空字，少说也要练上
几百遍。

这是因为，要想写好镂空书法，不
仅要有一定的书法功底，还得对每个汉
字的字形和结构都了然于心。“镂空书法
讲究一气呵成，一笔写一个字不算本
事，一笔写完几百个字才叫厉害。”杨立
怀说。

镂空书法并不局限于毛笔字，硬笔
也能展现其独特魅力。多年以来，为了
练习镂空书法，仅是硬笔笔芯，杨立怀
就用掉了上百根。这些空笔芯都被他珍
藏了起来。

杨立怀家里挂着一幅用硬笔书写的
镂空书法作品，这幅作品有 5米多长、
共 373个字，以小篆书写而成，是杨立
怀 10多年前创作的作品。“小篆本来就
不好写，用小篆字体写镂空书法，还要

300多个字一笔写成，就更难了。”提及
自己的得意之作，杨立怀脸上露出自豪
的笑容，眼中闪烁着对这门技艺的无限
热爱。他说：“每当看到这幅作品，都会
想起无数个日夜的坚持与汗水。”

传与承

这些年，凭借镂空书法这一绝活
儿，杨立怀多次受邀参加各类书法展览
和文化交流活动。

有一年，他到深圳参加一场国际
文化交流活动，和他一同受到邀请的
还有许多书法名家和非遗传承人。“我

们在现场同台献艺，我展台前的观众
是最多的，甚至还有不少书法名家也
来围观。很多人没见过这种艺术形
式，觉得新鲜，但其实它的历史很悠
久。”像这种情况，杨立怀遇到过很多
次，每次遇到，心里都有种说不出来
的感觉。

他为人们喜欢镂空书法感到高兴，
同时也希望人们能更加了解这一艺术。

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传承
上。“我的女儿和外孙女都在学习镂空书
法，希望她们能将这门绝活儿发扬光
大。”杨立怀说。

——支部力量支部力量

百姓故事
BAIXING GUSHI

婚俗改婚俗改革革建礼堂建礼堂
喜事简办新风尚喜事简办新风尚
———河间市卢位—河间市卢位村党支部引领推进移风易俗村党支部引领推进移风易俗

“我是去年结的婚，在村里
的婚俗改革大礼堂办的婚礼。彩
礼、酒席、司仪全算上，节省十
几万元呢！”近日，在河间市沙
河桥镇卢位村，村民卢广涛激动
地向记者介绍，他的婚礼虽然花
钱不多，仪式感却很强，尤其是
村党支部在他筹办婚礼时全程提
供帮助。在婚礼现场，沙河桥镇
党委副书记李惠颖为一对新人送
上祝福，河间市委宣传部创城中
心主任为一对新人现场颁发低彩
礼荣誉证书，真是既有“面
子”，又有“里子”。

自古以来，婚礼承载着人
们对婚姻生活的美好希冀。但
渐渐地，婚礼逐渐变了味。以
河间市为例，2018年以前，部
分乡镇的彩礼最高涨到了 18.8
万元，镇上饭店的婚宴酒席一
桌最高达到 880元。对很多家
庭来说，娶媳妇成了一大负
担，有的甚至要举债结婚。

2018年，河间市召开移风
易俗推进大会，把遏制高彩礼
作为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突破
口。2021年 4月，河间市成为
全国第一批婚俗改革实验区。
沙河桥镇作为河间市推进移风
易俗工作的重点乡镇，在全镇
分片建立了婚俗改革大礼堂。

卢位村 460平方米的高标
准婚俗改革大礼堂，于2023年
4月投入使用。大礼堂里有整
洁干净的厨房、漂亮的婚礼背
景墙，还配备了音响、桌椅

等，可以同时承办22桌酒席。
为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作

用，卢位村党支部书记卢广宗
组织代秋艳等骨干党员，制定
村规民约，规范结婚流程，明
确村民举办宴席的具体标准。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村党支
部推行了“党员包联”机制，
准备操办婚事的村民要提前向
党支部报备，村党支部委派几
名党员进行协助，从采买、帮
厨、上菜，到打扫卫生、布置
场地等全程义务服务。

卢广涛的妻子是衡水人，
卢广宗担心新娘家不了解卢位
村的具体情况，特意在新娘娘
家来人时，和几位党员上门去
做思想工作。最后，在党支部
的统筹协调和党员们的义务帮
助下，卢广涛只出了 3万元彩
礼，按照每桌婚宴花费 360元
的标准，办了一场喜庆体面的
婚礼。

在卢位村党支部的协调
下，2023年 5月，卢位村婚俗
改革大礼堂成为河间市第五届

“5·20”低彩礼集体婚礼分会
场。2024年，大礼堂承办喜宴
27场，每场婚礼为群众节省三
四万元。“支部强引领、党员作
表率、群众得实惠”，这是卢位
村多年来在婚俗改革方面做出
的有力探索。下一步，村党支
部还将不断总结经验，创新工
作方法，让低彩礼、节俭办婚
宴成为人们的共识。

村民在卢位村婚俗改革大礼堂举办婚礼村民在卢位村婚俗改革大礼堂举办婚礼。。

本报记者 袁洪丽

积极创业、热心公益、坚持“跑马”，他不能走路，却能“跑”过很多人——

▲▲参加完马拉松比赛后参加完马拉松比赛后，，
罗彬兴奋留念罗彬兴奋留念。。

◀◀生活中的罗彬生活中的罗彬。。

杨立怀练就一手绝活儿杨立怀练就一手绝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