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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乡村行

本报讯（记者吕泽萱）大雪时节，室外

寒风凛冽，草木萧条，但在丰南区中大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多肉种植大棚里，却是

春意盎然 。“这盆‘粉女巫 ’有没有喜欢

的？长得非常周正，一会儿给宝宝们炸一

波下播福利啦！”多肉“法师”大棚负责人

殷书芳的直播间又迎来一波消费热潮。

走进多肉“法师”大棚，一股温热湿

润的气息裹挟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

与外面寒风刺骨的世界截然不同，这里

如同另一个奇妙的次元。殷书芳每天早

上 7 点到 9 点进行直播卖多肉“法师”，

“我棚里的‘法师’都是好看的品种，有粉

女巫、粉女郎、香妃、花月夜、黑寡妇、迈

巴赫、绿豆沙、粉女妖……5 个多肉大棚

二十几个品种。我都是早上卖，然后脱

土，下午用纸和泡沫打包好发货。”

殷书芳一直在种植多肉的路上前行，

多年前她种植“生石花”，随着大众的审美

不断转变，“法师”成了广大消费者的新

宠，这些年她又开始种植“法师”。“啥能卖

上价去，咱们就种啥，我们还自己嫁接出

了新品种。”说完，殷书芳便在地上拿起一

盆“法师”，其叶中间为绿色，两侧黄中透

粉，“这就是我们的新品种，头还小，没起

名呢，等大点了它应该能卖上个好价钱。”

记者看到桌上的“法师”相互簇拥在

一起，粉的娇艳、紫的深沉，色彩艳丽，楚

楚动人。对于“法师”养护，殷书芳有独

特的技巧：“我们就用园土种植，加入少

量牛粪、羊粪；6 月底开始停止浇水，3 个

月后再浇，让‘法师’顺利度夏；冬天放 0

摄氏度以上的地方，因光线不好，所以少

浇水避免徒长。”

“现在就这一个棚有大点的‘法师’

了，上面有编号，在直播间一物一拍，等

春天其他 4 个棚的新货长起来，正是多肉

销售旺季，我会选择线下量拍，一般唐山

周边的商户们都从我这儿进货。”殷书芳

对多肉种植充满自信。

近年来，丰南区岔河镇不断加大农

业 产 业 化 力 度 ，促 进 农 业 转 型 、农 民 增

收，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

涌现出赫源家庭农场、中大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宇阳家庭农场、建国农场等一

批特色农业产业。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请关注“老吕乡

村行”抖音号

12 月 11 日，记者走进路南区文化馆，

馆内的拓片展览、掐丝珐琅、沉香、漆器

髹饰技艺等非遗文创产品映入眼帘。馆

长王陶然正在与非遗传承人讨论掐丝珐

琅的制作技艺和销售情况。“掐丝珐琅是

传统技艺 ，这是茶盘、书签、毛衣链、发

卡，这些都是掐丝珐琅文创产品。”

在路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 6 批

次，57 个项目、77 名代表性传承人。“时间

匠人·非遗大唐”“非遗与年轻人”等非遗

品牌系列活动，参与群众达 10 万人次，收

入突破 30万元。

今年 33岁的王陶然自幼受家庭熏陶，

热爱舞蹈。舞蹈专业毕业以后，她来到路

南区文化馆工作，开始接触非遗项目。如

今，她已扎根基层文化工作14年，积极培育

非遗技术传承人，成功打造“时间匠人·非

遗大唐”文化品牌，创办“非遗与年轻人”小

红书官方账号等非遗品牌系列活动。

“截至目前，‘非遗与年轻人’小红书

官 方 账 号 2 周 时 间浏览量高达 1.8 万人

次。‘时间匠人·非遗大唐’文化品牌系列

活动，已举办非遗文化节 3届，与唐山大剧

院、唐山宴、万达广场、南湖等各景区、企

业携手举办非遗新春庙会 48场次、特色非

遗精品活动 85场次。”王陶然娓娓道来。

“酒好也怕巷子深，再好、再多的非遗

资源，也需要被看到。”王陶然说，帮助路

南区二十四节气古法行香代表性传承人

汪涛申请“二十四节气古法行香”项目的

经历让她历历在目。2019 年夏天到 2020

年夏天，她前后 20 多次往返传承人工作

室，与汪涛女士在沉香文化价值、艺术价

值、历史价值等方面进行沟通后，帮助汪

涛申遗成功。“希望通过我们文化馆的努

力，每次活化利用好非遗,有效激发传统技

艺发展的内生动力，让非遗文化碰撞出更

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王陶然说。

“守护非遗，重点在传承。”为使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冀东民歌”传

唱全国，2010 年起，王陶然和团队成员多

次参加冀东民歌的文化交流、演出及理

论研讨等活动，并录制央视《欢乐英雄》

《回声嘹亮》《民歌中国》等节目；其间出

版《冀东民歌演唱影音集》《冀东民歌》书

籍。团队曾多次荣获河北省民歌大赛一

等奖等多个奖项，并代表河北省参加全

国交流演出活动。

“时代在变，冀东民歌创作内容也要

顺应潮流。”王陶然介绍，她和团队成员

受邀参加国家大剧院等共同主办的“新

春音乐会”演出，唐山（保利）大剧院市民

参观日活动，举办南湖女子组合专场音

乐会等，都演唱了大量冀东风格原创和

改 编 的 合 唱 作 品 ，并 多 次 登 上 市 级 、省

级、国家级舞台。

传承，更要从孩子抓起。为了让更

多孩子接触到非遗项目，王陶然主动联

系学校，每年组织曲艺、剪纸、古琴、皮影

等各类非遗进校园活动 10 场次以上，与

孩子们一起传承非遗，讲述本土非遗的

历史和故事。

不仅如此，王陶然还通过“非遗+”模

式，大力开展非遗技艺推广宣传和传承

活动，让更多人深入了解、认同和热爱中

华传统文化，赋予非遗持续传承的生命

力。她组建了非遗志愿服务队，举办全

民艺术普及“传统工艺·传承在行动”非

遗培训班，举办大鼓、拓片、锔补、香道、

古船模制作、掐丝珐琅等非遗培训 30 期，

8000 余 名 学 员 体 验 非 遗 文 化 的 独 特 魅

力。王陶然坦言，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传

承 这 些 技 艺 ，是 她 一 直 在 思 考 的 问 题 。

近年来，王陶然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开展

非遗项目申报，建立非遗项目资源档案，

用文字、影像等对非遗项目进行保存。

面对非遗项目人走艺绝的困境，王

陶然意识到，必须要让非遗传承人看到

希望，短时间内要有回报。随着文旅产

业越来越热，王陶然将创新的目光投向

非遗与文旅结合的赛道。她以“非遗集

市”的形式，带领传承人开发植物染、掐

丝珐琅、大漆等非遗系列的文创产品，走

进万达广场、唐山大剧院、新春庙会、南

湖公园、唐山宴等场所，让各界人士真切

感受到中华文化的肌理和温度，让非遗

传承人及时获得回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陶然扎根基

层笃行非遗保护与传承。她先后被授予

冀东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河北省“燕赵文

化之星”、振兴唐山立功竞赛个人“三等

功”等多项荣誉称号。

12 月 14 日 ，路

北区大学东道路旁，

在 一 家 不 起 眼 却 温

馨 整 洁 的 小 面 馆 的

门上，一张面馆老板

写 给 顾 客 的“ 请 假

条”吸引了食客和过

往 群 众 的 目 光 。 大

红 的 纸 面 上 写 着 ：

“ 亲 爱 的 顾 客 朋 友 ，

老板先去结个婚，请

假 一 周 ，我 们 下 周

见 。”字 里 行 间 透 露

出 一 种 难 以 言 喻 的

喜 悦 与 幸 福 。 虽 然

面馆没有营业，但那

份 温 馨 与 幸 福 却 像

面条的香气一样，弥

漫在人们的心间。

本报记者 闫军 摄

面
馆
老
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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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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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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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钱琨）为培养家长正确

的家庭教育观，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理

念，12 月 14 日，唐山爱家驿站特邀家庭教

育 专 家 沈 建 州 ，开 展“ 大 师 的 手 指 点 人

生”家庭教育公益讲座。

据了解，沈建州有 25 年家庭教育经

验，并著有多部畅销书。讲座中，沈建州

通过视频、图文及互动等多种形式，向在

场家长分享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理念，

和大家深入探讨新时代父母的角色定位

与 亲 子 沟 通 方 法 。 他 通 过 实 际 案 例 分

析，根据孩子与父母的不同性格类型，教

授家长如何引领孩子培养良好的行为习

惯，帮孩子建立自信心和独立性。

“这次公益讲座解决了我多年来的困

惑。”身为一名教师的王东梅听完讲座后

颇有感触，“在执教过程中，我发现学生所

谓的‘问题’大多源自家庭，作为老师我特

别想帮助他们，但当我接触家长时，却发

现有些家长既不了解孩子，更看不到自己

的问题。看着这些孩子因家庭中爱的缺

乏而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感到困惑、

无奈。这次公益讲座，为我帮助这些学生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让我受益匪浅。”

唐山爱家驿站创办人李洋表示，身

为 3 个孩子的母亲，自己对教育孩子过程

中的迷茫、焦虑深有体会，通过家庭教育

方面的学习，改善了亲子关系，提升了孩

子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心，增强了家庭

幸福感。“我切身感受到家庭教育对孩子

的重要性，对于不同性格的孩子引导方

式各异，不能一概而论。希望通过公益

讲座，能帮助有家庭教育方面困惑的家

长，让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引导孩子，

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大师的手’。”李

洋动情地说。

公益讲座传播科学家庭教育理念

本报讯（记者卢山）日前，一男子因

铁屑进入眼睛急需送往唐山市眼科医

院救治，向交警部门求助后，市交警四

大队派警将其安全及时送医救治。

11 月 5 日 凌 晨 ，交 警 四 大 队 指 挥

中 心 接 到 求 助 ，一 男 子 眼 部 进 铁 屑 疼

痛 难 忍 ，需 紧 急 送 往 市 眼 科 医 院 进 行

救治。

接 到 报 警 后 ，该 大 队 民 辅 警 立 即

出 动 与 患 者 及 家 属 在 约 定 地 点 汇 合 ，

随后将其接到警车上。当时正值大雾

弥 漫 ，执 勤 民 警 打 开 警 灯 ，开 启 警 报

器 。 在 确 保 安 全 的 情 况 下 一 路 疾 驰 ，

迅 速 将 患 者 送 达 市 眼 科 医 院 ，为 患 者

的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患者及家属

连连表示感谢。

男子眼睛进铁屑
古冶交警急救援

本报讯（记者卢山）日前，一男子手

臂受伤急需前往医院救治，向市交警二

大队民警求助后，被及时护送就医。

10 月 23 日 11 时 30 分许，交警二大

队一中队民警回单位途中，遇到两名男

子面色慌张地拦截警车。民警王建忠下

车询问情况，只见一名男子手臂鲜血直

流，表示干活途中不慎划伤手臂，血流不

止，急需就医。

此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车流量较大，

于是王建忠火速指挥警车赶紧调头并提

醒行人注意避让警车。辅警尹天一、范

浩良搀扶受伤男子上警车后，一路拉响

警笛，通过喊话、现场疏导指挥的方式不

断提醒沿途社会车辆注意避让，在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一路争分夺秒，原本需要

15 分钟的车程，仅仅 4 分钟左右便将伤

者送到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医治，为

伤者的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送达医

院后，交警又积极帮助患者就医，在患者

得到妥善救治安排后才默默离开医院，

返回工作岗位。

男子手臂受伤
交警暖心送医

本报讯（李盼盼）滦州市油榨镇健全

机制，严格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聚焦

薄弱环节消除火灾隐患，全面筑牢安全

生产防线。

结合其他地区火灾事故案例教训，

该镇一方面通过拉横幅、微信群、视频

号、广播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地开展宣

传教育，让群众认识到火灾的危险性；另

一方面，该镇在政府、学校、超市等场所

多次开展消防演练，教授正确的逃生路

径和方法，有效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和

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聚焦责任落实，健全机制。该镇认

真贯彻消防安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总体要

求，不断强化政府消防安全职责，健全完

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和长效机制，切实

提高责任意识，层层压紧职责，层层压实

责任。

聚焦薄弱环节，排查整改。该镇聚

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排查整改。

一是深入排查加油站、液化气站、油气管

道、服装加工厂等重要目标的火灾隐患，

严防重要设施受到火灾威胁。二是深入

排查九泉山、田间地头等地的火灾隐患，

严防祭祀用火、农事用火，并及时进行安

全隐患整改“回头看”，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确保整改到位，形

成闭环。

滦州油榨镇扎实做好
冬季消防安全工作

本报讯（记者卢山）“感谢你们的日

夜守护，这锦旗承载着我们对派出所深

深的敬意！”近日，路南公安分局赵庄派

出所境内某画室负责人和当事人将两

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民警的手中，对民

警为群众排忧解难、化解矛盾表达了深

深的谢意。

日 前 ，该 所 接 到 群 众 报 警 称 ，某

画 室 学 员 发 生 矛 盾 纠 纷 ，请 求 民 警 帮

助 。 接 警 后 ，民 警 立 即 前 往 现 场 。 秉

持 着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不 留 隐 患 ”的 理

念 ，民 警 从 情 感 和 道 理 等 多 方 面 入

手 ，对 双 方 进 行 动 之 以 情 、晓 之 以 理

的 调 解 与 劝 说 。 经 过 多 次 耐 心 沟 通 ，

双 方 当 事 人 各 自 作 出 了 让 步 ，最 终 双

方和解。

民警用心化纠纷
群众满意送锦旗

本报讯（记者梁赞英 通讯员杨仕

满、桑思照）“这张小卡片帮我们解决了

不少大问题。”近日，说起滦南县公安交

警大队电力岗发放的“警民连心卡”，当

地百姓赞不绝口。

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天正下着雨，在

该县水产市场做生意的杜女士因无法立

即脱身去接马上放学的孩子十分着急。

此时，杜女士突然想起学校发给家长的

“警民连心卡”。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杜

女士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接电话的是

正在执勤的交警耿志兵。了解情况后，

耿志兵第一时间按照杜女士提供的信

息，将其孩子接到交警电力岗，并安排

孩子写作业，直到 40 分钟后孩子被杜

女士接走。交警的暖心行动让杜女士

感动不已。

据了解，滦南县公安交警大队电力

岗地处该县县城闹市区，岗南 30 米是该

县第一实验小学，学生近 4000 人。考虑

到上下学时段人流、车流情况以及部分

家长无法及时接送孩子的情况，该岗结

合辖区实际，不断拓展服务触角，创新服

务举措，精心制作了带二维码的“警民连

心卡”，通过学校发到广大家长手中，让群

众的“急难愁盼”在第一时间得到回应。

据悉，仅 2024 年以来，该岗就为广

大家长办好事、实事 3000 余件。

小小“警民连心卡”
搭起“便民连心桥”

本报讯（记者卢山）为不断提升广

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

识和文明意识，日前，曹妃甸交警三大队

持续开展交通安全进农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进机关等“五进”宣传工作，

推动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倡导文明交通，

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11 月 18 日上午，该大队大队长孙卫

国带领宣传中队到冀东分局第二监狱开

展交通安全主题教育活动。活动中，宣

传民警从公职人员酒驾的严重后果、遵

曹公路典型事故案例和“一盔一带”等多

方面入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进行细致分析，向在座干警讲

解酒驾、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开斗

气车的危害性，提醒大家要从案例中吸

取教训，引以为戒，时刻做到安全驾驶、

文明出行。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机关单位

工作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大家纷纷表

示，今后一定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做文

明安全驾驶的带头人，切实维护好机关

单位的良好形象，为共同营造良好的道

路交通环境发挥表率作用。

曹妃甸交警走进机关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丰南：冬日多肉大棚“春意浓”

王陶然：非遗文化的守护者
本报记者 徐喆 通讯员 武龙

40 多年、3000 多篇、500 多人、60 多

本……这一串数字，记录了张怀平大半

生的热爱、勤奋、执着和感恩。

张怀平，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的退伍

兵、一名年逾七旬的老党员、一个痴心传

播正能量的“土记者”，40 多年来，在各级

媒体发稿 3000 多篇，宣传先进模范 500 多

人次，获得荣誉证书 60 多本，多次被上级

和新闻单位评为优秀通讯员、宣传先进

个人。

张怀平 1970 年入伍，因为爱好写作

成了团里报道组的报道员。1976 年退役

回到家乡滦南后，他看到村里孤寡老人

的一日三餐有人做，有病生灾有人管，便

向《唐山劳动日报》投了一篇稿《党的恩

情比天高》。稿件第一次在大报上发表，

让他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从此，他扬起了

写稿的“风帆”。

1990 年 5 月，张怀平被乡镇企业“挖”

到办公室，专门从事文字材料和企业宣

传，其间还到镇政府、镇党委办公室从事

文字工作，并兼广播站编辑。8 年间，他

为乡镇企业宣传精心谋划，推出不少重

点报道。稿子不仅在市级媒体发表，还

时常在《河北日报》《河北经济日报》《中

国乡镇企业报》上发表，更上了中央电视

台《经济半小时》。张怀平成为当地人公

认的“笔杆子”。

1998年，张怀平经人举荐进入公安队

伍，专门从事公安宣传。有了“责任田”，他

就扑下身子好好“耕种”，积极讲好警察故

事，发出公安声音，传播公安工作正能量。

杨岭派出所民警曹文明身患右肾细

胞癌，手术后，他一边吃着中草药一边坚

持工作，为当地群众解决了不少急难愁

盼事，深受百姓好评。当时，上级公安机

关正在开展向身边的典型学习活动，张

怀 平 抓 住 这 一 时 机 ，深 入 采 访 ，并 请 来

《河北日报》记者，最终在该报二版头条

刊发人物通讯《好民警曹文明》。后来，

曹文明先后被评为全市、全省和全国优

秀人民警察。

在张怀平宣传过的民辅警中，涌现

出全国优秀民警 4 人、省优民警 5 人、市

优民警（金牌警官）8 人。这些优秀民辅

警的事迹，登上了《法治日报》《人民公安

报》《河北法治报》等媒体，在群众中树起

了可亲、可爱、可敬的人民警察形象。

张怀平还随时随地留心身边的好人

好 事 ，把 闪 光 点 及 时 记 录 下 来 ，报 道 出

去，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其中不少报道

对象被评为市县文明标兵、道德模范、河

北好人等。张怀平也因此成为人们心中

的“土记者”，被唐山市文明办评为文明

标兵，被滦南县文明办评为助人为乐道

德模范。

几十年来，张怀平“咬”定写稿宣传

好人好事不放弃，笔耕不辍扬正气、痴心

传播正能量。有人问他：“都这么大年龄

了还总写呀？”他淡然一笑：“几十年养成

了喜欢写稿的习惯，总觉得割舍不下，社

会 需 要 正 能 量 ，更 需 要 宣 传 正 能 量 的

人。我会把这一爱好坚持到底，一辈子

甘做党的宣传员！”

张怀平：一辈子甘做党的宣传员
刘增才 赵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