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19日 星期五本地综合 责编/王鹏 组版/张娟 校对/王文涛 电话:2065067 邮箱:hsrbhj@sina.com
06

本报讯（记者田静云）从吃不饱穿不
暖到吃喝不愁，再到四世同堂、晚年生活
幸福，在今年100岁高龄的尚巧郡心里，
只要家庭和睦，每天都像过年一样。

2月 15日农历大年初四，记者来到
桃城区赵家圈镇后田家圈村的尚巧郡
家。个子不高、背部微驼的尚巧郡正津津
有味地吃着糖葫芦。“孙媳妇给买的。”老
人一边吃着一边笑眯眯地说道。随后，老
人还热情地招呼记者喝水。尽管老人今
年已经100岁了，但她面色红润，衣着整
洁。据老人的孙媳妇刘亚南介绍，老人除
了视力稍差，身体其他方面都没什么毛
病，生活也能自理。

尚巧郡出生于1922年1月，按照中
国传统的计龄方式——虚岁来算，今年
刚好100岁。她27岁嫁到后田家圈村，和
丈夫育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儿子
田自安今年已经72岁了，也已儿孙满堂。
如今，这个家庭已经是四世同堂。30年前
尚巧郡的丈夫去世之后，她就跟着大儿
子生活。“母亲虽然跟着我生活，但是弟
弟妹妹们隔三差五就会来看，逢年过节，
我们都聚在一起，和老人聊聊天。”田自
安欣慰地说道。如今，尚巧郡与大儿子、
孙子、孙媳妇、重孙子、重孙女四代人住
在一起，其乐融融。“我会和老奶奶玩石
头剪刀布，还会拉着老奶奶一起看电
视。”尚巧郡7岁的重孙子田梦熙说。虽然
老人眼睛看不清，但是依然喜欢拉着重
孙子的手，坐在电视前听声音。

“她一顿能喝一碗粥、吃一个馒头和
一个鸡蛋，要是吃大锅菜的话和我吃的
量差不多。”平日里，尚巧郡并不挑食，但
是只要她提出来想吃什么，田自安就会
立马给母亲准备。晚辈们也会给老人带
些适口的零食。“俺这儿子就是人老实，
给俺按摩、盛饭，这么多年了跟着他，俺
是享福了。看俺身上的肉，可是不少哩。”

说起自己的儿子田自安，尚巧郡眼圈泛
红，眼神中充满了愧疚。这时候，田自安
立马说道：“苦一起受，福更要一起享。”
尚巧郡大笑起来。从年轻时候捡树叶吃
到现在鱼肉随便吃，从住土坯房到现在
住瓦房，从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到随时可
以买到新衣服，尚巧郡一生经历坎坷，饱
受贫困、战争、饥饿之苦，如今在党的关

怀下，生活也是有滋有味。尚巧郡逢人便
说：“这日子要放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
是中国共产党给了俺生活的希望。”如
今，按照国家规定，老人每年都能领取一
定的生活补贴。

说起尚巧郡长寿的秘诀，田自安说起
了老人的作息和心态。老人每日生活很规
律，晚上9点多陪重孙子看完电视，就回
屋睡觉，早上8点多就醒来吃早饭。中午
暖和了，在院子里走走。她还喜欢热闹，天
气暖和的时候，一到晚上家附近就有人跳
广场舞，老人都会站在客厅静静地听。老
人爱说话，每天都和儿子聊天，了解村里
的大事小情。她常对孩子们说，为人宽厚，
知足常乐，心态平和了，一切都能看开，生
活就会很幸福。田自安说，母亲的话已经
成为他们这个家庭传承的家训，也是这个
大家庭多年来一直和睦相处的原因，他们
会把这条家训一直传承下去。

今年春节，全家十几口人聚在一起，
拍照、吃团圆饭、唠家常，一家人热热闹
闹陪老人过了一个幸福的春节。

冬日温暖的阳光隔着窗户照进老人
的房间，百年风雨岁月在尚巧郡的眉宇
间留下了道道痕迹。

知足常乐心宽阔 四世同堂欢乐多

百岁老人尚巧郡的幸福春节

本报讯（记者李硕芳 通讯员王建
军 王浩然）“在衡水过年，挺好的，不孤
单。”今年24岁的杜冲是衡水工务段衡
水北线路车间一名高铁线路工，今年春
节，面对新冠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家在
黑龙江的他主动响应政府号召，留在衡
水过年。

“节前，领导来慰问，给我们送来了
新年礼物与节日祝福。”杜冲说，大年三
十，他和同事们一块热热闹闹地包饺子、
吃饺子。饭后开展了各类体育活动，打上
两杆台球儿，杀上两盘象棋，切磋一下技

艺。再来一局篮球赛，一起在健身器材上
热热身、出出汗，活动活动筋骨，大伙儿
欢聚一堂，让他感受到了别样的年味儿。
大年初一，杜冲与同事们一起坚守岗位、
巡检设备，他是数据分析室的一名业务
骨干，在认真完成数据分析任务，为设备
维修养护提供依据后，抽空给爸妈打了
个电话，报上一份平安；大年初二，在完
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巩固了一下师傅新
近教给他的“小绝招”……

“虽然今年春节没能与家人团聚，
但领导的关爱，工友的关心，让我倍感温

暖，这个春节我不孤单，尤其是能为疫情
防控作贡献，履职尽责养护好客专设备，
确保石济客专的安全畅通，值！”这既说
出了杜冲的心里话，更道出了每个铁路
人舍小家顾大家的心声。

高铁线路工杜冲：就地过年确保高铁安全畅通

本报讯（记者金莉莉）“过年啦，
笑哈哈，贴出张张新年画……”欢快
的节奏，洋溢着新春喜庆的气氛，这
首由我市国家二级演奏员孙芳丽创
作的歌曲《贴年画》，一经发布，赢得
赞声一片。

孙芳丽是桃城区文化馆副馆
长，国家二级演奏员、河北省音乐家
协会会员，衡水市音乐家协会理事。
她自幼学习小提琴，乐感极强。2月6
日晚，她看到了一篇关于年画的文
章，脑海里瞬间跳动起欢快的节奏。

“强烈的创作欲望带我来到钢琴前，
边弹边写，一首欢快的曲子很快跃
然纸上。”孙芳丽明亮的双眸里发出
兴奋的光芒，她情不自禁地当着记
者的面哼唱起来。“你家贴福，春满
园，他家又贴，福满多，猜猜我家贴
什么，六子争头墙上挂。”虽词不长、
曲不多，但跳动的旋律烘托出浓浓
的春节气氛，听起来神清气爽。

“六子争头是咱武强年画的代表
作，我本身又是武强人，所以，每到过
年家家户户贴年画的场景总是浮现
在脑海。”浓重的家乡情结和文化自
信，激发了孙芳丽的创作灵感。她说，
几年前，一位内蒙古的朋友专程到衡
水购买武强年画，她做足了“功课”，
向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炫耀”家乡
文化，还带朋友参观了武强年画博物
馆。“后来，这位朋友把年画送给了德
国友人，深受对方喜爱。”

“为响应国家防疫号召，身边不
少亲朋好友都选择就地过年。作为
一名音乐人，我决定发挥所长，通过
创作歌曲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就在前不久，孙芳丽还号召自己的
学生“艺”起战疫，同舟共“冀”，合奏
一曲《因为爱着》，奏响防疫最强音。

国家二级演奏员孙芳丽
自创歌曲《贴年画》献礼新春

本报讯（记者王斌）2月15日，桃城
区赵家圈镇胡家堂村雪里香种植有限
公司的草莓大棚里温暖如春，一颗颗色
泽鲜艳、圆润饱满的草莓点缀在绿叶间，
香甜诱人。十几名游客手拎篮子穿梭在
田地间，悠然享受着采摘草莓的乐趣。

“今年儿子五岁了，第一次带他来
大棚里采摘草莓，小家伙非常激动，自己
一个人就摘了3斤多。这样的亲子活动
既陪孩子体验了农耕文化，又长了见识，
收获真的很大。”市民董倩说。

“眼下正值草莓采摘季，从正月初
一开始，每天都有不少人前来采摘，草莓
销量较平常增加了一倍多。春节期间为
满足人们的采摘需求，采摘园所有大棚
全部对外开放。”雪里香种植有限公司负
责人孙玉杰脸上写满了喜悦。

老家在唐山的孙玉杰、孙田英夫妻
俩有着10多年的种植经验，他们先后辗
转多地发展大棚种植。2017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让夫妻俩决定留在赵家圈镇
胡家堂村种植草莓。

“这儿离市区很近，商户进货及市

民采摘都非常方便”，被胡家堂村有利的
地理位置和优质的土壤环境吸引而来
的孙玉杰夫妻俩承包了6座温室大棚，
种植草莓的事业便在这里扎下了根。

选种、育苗、浇水、施肥……为了种
好草莓，这些年，孙玉杰夫妻俩除了蹲守
田头，剩余时间都花在提高技术上，草莓

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好。“你看，大棚里放
了蜂箱，蜜蜂帮忙给草莓授粉，让草莓自
然成熟，非常绿色，还提高了草莓品质。”
孙玉杰说。

为提高草莓品质和口感，这里的草
莓不施化肥、不打农药，而是用水添加有
机肥，通过管道滴灌至草莓根部，这样既
有效控制了病虫害，还能节水30%，种出
的草莓绿色天然、有机健康。

“我这里的草莓不用出去卖，都是
过来采摘或者预约购买的。今天我刚接
了一个100斤的订单，现在就要采摘装
盒，明天一早就有人来拉。”孙玉杰告诉
记者，他种植了近6亩草莓，每亩产量在
4000斤到5000斤之间，现在草莓可以卖
到20元/斤，收益非常可观。

去年，孙玉杰又先后投资种植了 2
亩西红柿大棚和3亩茄子大棚，今年都
获得了丰收。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
周边几个村子的乡亲前来务工，也带动
了不少人和他一起发展创业。“2021年，
我们夫妻俩会继续努力奋斗，把日子过
得更红火。”孙玉杰对未来充满信心。

草莓大棚里结出“致富果”

我们的

节日节日————春春节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