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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杜俊颖） 为
弘扬社会正气、倡导见义勇为
精神、推动全省见义勇为事业
深入发展，日前，河北省人民
政府决定追授韩兴博同志、授
予陆建楼等9名同志和5个群体

“ 河 北 省 见 义 勇 为 英 雄 （群
体） ”荣誉称号。其中，我市
饶阳县建筑工人符爱莫被授予

“河北省见义勇为英雄”荣誉称
号。

符爱莫是饶阳宝资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人。今年
6月 3日下午 5时，符爱莫在饶

阳县城建局家属楼进行外墙保
温高空施工作业时，突然发现
4 楼一户居民家中冒出浓烟，
室内一片火光。意识到可能是
家中失火，符爱莫心中一惊，
但面对眼前的危险，他并没有
结束高空作业离开现场，而是
立即把作业的吊篮移动到起火
住户的窗前。当时，符爱莫发
现屋内已经浓烟滚滚，并且隐
约听到有人在呼救，他奋不顾
身地打开窗户，跳入屋中，先
把正准备开窗求救的 7岁男孩
抱起， （下转B3版）

饶阳符爱莫被授予
“河北省见义勇为英雄”荣誉称号

生活中，有那么一些岗位，它不起眼但每
天都伫立在那里，静默、平凡、坚持、付出，很多
人熟视无睹，很少人去赞美歌颂。衡水市第四
人民医院的大门进口处，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
地方——预检分诊通道。

这个通道从初建到现在接近两年了，衡水
人对它的感觉，已经由最初的不习惯到现在的

理解和接受。每次经过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井
然有序和有条不紊，但看不到的是那些24小时
值守的医护人员付出的辛劳和汗水。两度寒
来暑往，几番疫情紧张，她们无怨无悔，坚守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尽职尽责地守卫着关系百姓
生命健康的第一道安全关卡，用行动践行着第
一次穿上白色战甲在南丁格尔灯下的誓言。
她们，就是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预检分诊通道
的值守人员，最美的天使卫士。

去采访的当天下午，气温低至零度以下，
王丽和她的姐妹们正在清理门口的积水和小
朋友洒落的零食，弄得满鞋的泥点和满手的
脏，看到记者来访，她们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冻
得发白的脸上多了一丝红晕。

按规定流程，记者依次出示了健康码、行
程码，测量体温，做好登记，然后在工作人员的
临时休息处与她们打开了话匣子。

“今天挺冷的，而且也到饭点了，可我看你
们好像还没有换班的意思？”

“白天气温还行，到了晚上确实有点难

捱。”王丽，四院预检分诊的护士长，从临床抽
调到预检分诊一年多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接着说：“其实夏天比冬天更难过，冬天天冷，
多穿一层衣服，捧个热水瓶子就能扛过去。可
一到酷暑，我们引领患者就医，经常穿梭在被
太阳炙烤的水泥路面上，脸被晒得黢黑，洁白
的工作服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极不舒服。至
于换班呢，六小时一班，为减少上厕所的时间，
每个人上岗后就不会随意饮水了……”

随着话题的展开，记者了解到，现在预检
分诊处的医护人员只有10人，都是从各个科室
抽调过来的。她们在这里值完班后，有的还要
回到各自岗位上去处理工作。人数也不是固
定的，疫情紧张的时候，全院医护人员都要做
好随时被抽调的准备。维持秩序、测量体温、
做好流调是她们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她们做的
工作远远不止这些。

众所周知，四院每天的门诊量非常大，
特别是每逢开学、放假，来医院做核酸的人
数呈几何状上涨。看病的和做核酸的交织在

一起，既要保证秩序不乱，又要做好每个人
的检测工作，同时还要安抚好群众的急躁情
绪，巨大的工作量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大的考
验。

“这个工作有点费嘴。”王丽笑着说。人们
来医院看病，心情当然是焦急的，早点进入医
院挂号看病，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特殊时
期，该做的临检一项也不能马虎。每逢遇到急
躁的患者，朝她们大吼大叫，她们能做的就是
耐心地一遍遍解释，一点点沟通，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直到患者情绪缓和接受检测。这其
中，更有一些突发状况，比如有一次一位妇女
戴着线帽，用围脖将头部包裹得只露出眼睛。
红外线无法检测到她的体温，她也不同意摘下
帽子，跟医护人员争执起来。王丽连忙走过去
了解情况，才知道该妇女刚生了孩子，还在“月
子期”，不能见风。于是，王丽让同事们围成人
墙挡风，让该妇女露出手腕，成功测量了体温，
进入医院。那位妇女非常感动，事后专门来到
预检分诊通道向医护人员道歉和感谢，医患双

方携手而笑。“有的患者是因为头部受伤，不肯
脱帽，有的因为火车赶点想快速通过，这样的
事例我们一天不知道要遇到多少。我们只有
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用最大的耐心换取患者
的理解。”她说。

我为群众办实事

夜幕里坚守的那一束“暖光”
——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预检分诊通道采访札记（上）

本报记者 高艳争

本报讯（记者王秀） 内画、蛋雕、剪
纸、烙画、刻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逐
渐临近，我市非遗传承人以“多彩非遗、
激情冬奥”为主题，创作多种多样的非遗
作品，既展现了非遗文化的韵味之美，又
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期盼和祝福。

内画作品展现五彩冬奥。当传统与现
代碰撞，当非遗与冬奥结合，又会迸发出
怎样的绚丽火花？又会诞生怎样的精彩作
品呢？内画是我市 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代表性项目之一。为了迎接冬奥
会，内画艺人将冰雪运动与内画技艺相结
合，在小小内画中展示自己的“巧思+技
艺”。

内画艺人马瑞坤、渠学英创作的内画
方形茶叶罐《冰雪运动》《大好河山》，将
历史悠久的茶文化与中国书画艺术、冰雪
运动、地域风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小小的
茶叶罐内，展现了滑雪运动员的英姿和张
家口地标性建筑大境门。为了保护画面，
他们采用加装内胆的双层结构设计，将茶
与画面分隔开，使内画艺术品具有实用价
值。

由杜晓卿创作的内画笔筒《滑雪》，造
型简洁大方，用特制勾毛笔在内壁上绘制
了冰雪运动题材，成为融传统文化与现代
设计于一体的案头摆设。

内画鼻烟壶是内画艺术最早的载体和
经典器型。内画艺人粘跃峰创作的内画鼻
烟壶《冰壶》《冰球》，将冬奥会比赛项目
画进仅10厘米高的鼻烟壶内，制作工艺难
度大，极具纪念意义。

蛋雕作品传递冬奥精神。在能工巧匠
的雕琢下，蛋壳也能变成精美的艺术品。

蛋雕已经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为了迎接冬奥会的到来，我市蛋雕手

艺人霍广健、李新朋以冬奥会为主题创作
了一件鸵鸟蛋雕作品。作品运用了阴刻、
阳刻、镂空、浮雕等多种雕刻技法，把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会徽以及吉祥物冰墩
墩、雪容融作为视觉中心来进行雕刻，作
品整体气势恢宏，又细致入微，在灯光照
射下玲珑剔透。

除此之外，两人还以冬奥会为主题创
作了一套鸡蛋壳蛋雕作品，作品运用阴刻
和线刻的方式在厚度为 0.3mm的鸡蛋壳上
进行雕刻创作，表达手工艺人对冬奥会的
祝福。

花样非遗“刻画”冬奥。国家级非遗
项目剪纸也为冬奥会送上祝福。阜城县的
剪纸传承人刘建国专门创作了一幅剪纸作
品。和平鸽簇拥下的五星红旗以及熊熊燃
烧的火炬、飘洒的雪花、傲雪的松柏，展
现人们对北京冬奥会的美好期盼，再以喜
庆温暖的中国红为主色调，更使整幅作品
色彩艳丽，激情飞扬。作品刀工细腻，以
瞬间的定格，充分展示出了北国“冰雪之
美”和 2022年冬奥会的“运动之魅”。此
作品已被中国剪纸文化博物馆永久收藏。

葫芦烙画《冬奥吉祥物》由烙画传承
人高娜创作，作品在葫芦上刻画了2022年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及冬残奥会吉祥
物“雪容融”，通过烙笔的晕染及色彩的点
缀，使两个可爱的形象更加生动。

深州文房刻铜作品刻铜墨盒，由刻铜
艺人高英洲创作，墨盒采用精白铜材，用
纯手工刻制北京冬奥会会徽，希望用非遗
艺术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助力。

我市非遗传承人花样作品献礼北京冬奥会
内画、蛋雕、剪纸、烙画、刻铜等作品争奇斗妍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杜俊颖） 为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出行安全，加强电动自行车和头盔产品的质
量监管，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对电动自行车和头
盔产品的经营者及消费者，作出经营、消费提
示。

提示中指出，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和头盔应符
合相关国家标准并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认证），实际销售的车辆和头盔要与认证证
书、合格证信息一致。

不销售无合格证、无厂名和厂址，不符合国
家技术标准，无CCC认证、未在工信部 《道路
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备案的
非法电自行动车（包括老年代步车）。

禁止非法拼装电动自行车，禁止销售非法拼
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禁止通过改装或更换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的电动机、蓄电池等方式，使电动自行车最高时
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禁止加长、加宽电动自行车前后车架，禁止
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车篷、车厢等改变车辆出厂
外形结构、影响行驶安全的装置。

禁止其他更改电动自行车定型技术参数、影
响电动自行车通行安全的加装、改装行为。

购买电动自行车和头盔，首先查看该经营单
位是否具备合法营业资质 （营业执照），经营内
容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

购买电动自行车和头盔产品注意查验产品的
国家标准及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实
际销售的车辆与随车证书、合格证信息是否一致，
要购买与合格证信息一致的产品。（下转B3版）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示

禁止销售购买加装改装电动自行车

本报讯 （记者金莉莉）
“驻村工作队给俺们建的‘阳
光房’，暖和又省钱！”12月6
日，记者走进武邑县刘家庄，
家里已建起“阳光房”的村民
你一言我一语夸赞自家的“御
寒神器”。据了解，自2018年
以来，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
办驻刘家庄工作队先后免费为
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其他多
个低收入家庭建起了“阳光
房”，利用太阳光照取暖，既
节能又环保，尝到了甜头的村
民，暖在身上美在心里。

采访当日，天气晴朗，光
照充足。市委宣传部、市委网
信办驻刘家庄工作队成员马三
坤带领记者参观村里的“阳光
房”。这些类似大棚结构的

“阳光房”采用塑料薄膜、PC
板、镀锌钢管等材质，依托房
子主体搭建，能起到防风保温
的作用，如同给房屋罩上了

“防寒衣”。
上午10时许，记者首先走

进村民马淑荷家，她看了一眼
屋里的温度计，喜滋滋地说：

“别看我家今年还没开天然气
供暖，可屋里也有 17℃，‘阳光
房’效果好着哩。以前到这个
时候，如果不供暖屋里连 10℃
也达不到。现在晚上睡觉，都
不用盖压风被。”马淑荷盘算，
到12月底再开天然气供暖，这
样一来，相比往年没有建“阳光
房”时能省下近2000元取暖费
用。

“以前一到冬天都不敢开
门窗，生怕进凉气，现在可好
了，跟城里人一样，定点开窗通
风。”村民王红霞十分认可“阳
光房”的防寒效果，还巧妙地把

“阳光房”利用起来，“看，‘阳光
房’里储物多干净，晾晒衣裳还
干得快。”每到中午，她都会坐
在屋檐下，惬意地享受日光浴。

最早享受这份温暖的是刘
家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马三
坤刚随工作队进驻这个村时，

发现贫困户们虽然都安装了燃
气供暖炉，但嫌花费太高舍不
得用。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经过多方了解考察，马三坤决
定免费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建

“阳光房”。为此，他积极筹措
资金，联系施工人员，购进材
料，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们搭建
御寒屏障。今年 50多岁的脱
贫户马战魁和 74岁的老母亲
共同生活，因经济原因，冬天很
少开天然气取暖，自从建了“阳
光房”后，他逢人就说：“屋里不
冷了，老娘也享福了，感谢党和
政府。”

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
驻刘家庄工作队实施的农村供
暖“武邑模式”被媒体报道后，
引起了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
术设计学院（河北绿色乡村建
设研究中心）教研团队关注。
他们主动联系驻村工作队，考
虑将该村设立为学生进行“阳
光房”研究的教学基地，并于近
期带领学生携带仪器设备来村
里，对“阳光房”实地测试，采集
数据。为了给师生们提供更多
实验样本，又选定了多所不同
结构的民房，建起了 PC板、玻
璃、塑料薄膜三种材质的“阳光
房”。

马三坤表示，太阳能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用建“阳光房”
的形式防寒，不烧燃料不冒烟，
干干净净零污染，是“电代煤”

“气代煤”的有益补充。目前，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国家
的重大战略，农村家庭建设“阳
光房”，能大大降低天然气的用
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更
大范围内推广农村供暖的“武
邑模式”，既能为广大农户节省
大量的取暖费用，助力乡村振
兴，又能节能降耗助力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农房罩上“防寒衣” 村民心里暖融融
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驻武邑县刘

家庄工作队为困难村民建起“阳光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