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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明行为曝光台

为文明点赞

女士雨中骑车摔倒受伤

三名中学生帮她回家

本报讯（记者 姚连红）7月3日，正
在养伤的 56岁市民赵女士托朋友来
到市第十七中学，找到三名初中生再
次道谢：“这三名同学太好了，让我感
到特别温暖。”

6月30日13时许，赵女士骑着电动
自行车出门，由于雨大路滑，连人带车
摔倒在路上。市第十七中学初一年级的
赵长瑞、尚汉卿和季星辰帮赵女士拦
下一辆出租车，并搀扶着她上车。赵长
瑞和季星辰骑着各自的自行车，尚汉
卿骑着赵女士的电动自行车跟在出租
车后面。三人一起把赵女士送回了家。

市区部分学校附近

流动摊贩无证经营

日 前 ，新
华区民族路社
区开展“永远
跟党走”电影
放映活动，邀
请辖区居民观
看露天电影。
尹福莹
刘冰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孟
令伟 记者 崔春梅）近日，
盐山的李某中午喝了一杯
白酒，晚上驾车想去串门，
结果被查出酒驾。最终，李
某受到罚款 1000元、驾驶
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驾
驶证的处罚。

前几天，盐山交警在

城区千童大街开展酒驾
治理行动时，发现驾驶轿
车的李某嘴里有酒味。执
勤交警对李某进行检测
后发现，李某确实属于酒
驾。李某不解地说，他中
午确实喝了一杯白酒，睡
了一下午。他起床后感觉
头脑清醒，吃过晚饭后也

没觉得身体有什么异常，
就驾车出去串门，没想到
会被查出酒驾。

执勤交警表示，白酒
喝到一定程度，“睡醒”不等
于“酒醒”，隔餐酒甚至隔夜
酒都有可能被检测为酒驾。
接受处罚后，李某后悔不
已。

中午喝了杯白酒
晚上被查出酒驾

在沧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
心的办公室里，随便一瞥，就能
与一件千年前的文物“对视”。这
里摆放的是前不久在沧县两口
古井内发现的宋代瓷器，也是王
建正在修复的文物。

沧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的王建从事修复文物工作将近
20年。在王建一双巧手下，一段
段破碎的历史得以重现。

“拼图”

王建办公桌上那件瓷器的
一面形状完整，呈流畅的椭圆
形，瓶身覆了一层不均匀的灰绿
色水锈，质朴厚重。瓷器的另一
面，却支离破碎。它由大量碎片
拼成，还有不少缝隙。因为瓷片
缺失，没能填补进去，留下了大
大小小的缺口。王建说，等碎片
的黏合胶完全干透后，他会用白
石膏将它修补完整。

王建告诉记者，他最常做的
事情，就是“拼图”，因为在沧州，
出土最多的文物就是瓷器、陶
器。完整的器物可遇不可求，送
到王建手上的，更多的是残缺的
碎片。

有一次，一座汉墓里出土了
大量文物。王建和他的两位同事
要面对几千块瓷片、陶片。这些
碎片铺了一长桌，单是分类这一
项工作，就耗费他们好几天工
夫。

拼的环节也很复杂。碎片虽
然来自不同的器物，但很多碎片
的颜色十分相近，形状也难找出
规律，拼复难度很大。

王建告诉记者，他们只能靠
“笨功夫”，一天能找到两块契合
的碎片，那就算没白干。

修复文物时，王建的办公室
常常是这样一番“景象”：王建拿

着一块小碎片围着一件残缺的
文物踱步。他举起不同的碎片，
反复放到缺口处对比，放下拿起
几百次，来来回回转了一圈又一
圈。

窗外太阳即将落下，突然王
建眼睛放光，面露喜色，将一块
碎片放在缺口处后长舒一口气
说：“可算是找到了。”

最终，这些碎片拼成了制作
精美的陶楼、惟妙惟肖的陶狗以
及碗、盘、罐……

这样的“拼图游戏”，王建乐
在其中。看着文物在自己手底下
恢复至几千年前的样貌，重获新
生，他有一种成就感。王建有时
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在这些厚重

的文物中得以延续。

五花八门的修复工具

“拼图”之后，便是“查漏补
缺”。王建需要用石膏将文物补
全。修复的过程十分漫长，需要
足够的耐心与定力。

石膏不像橡皮泥，揉捏即可
塑形。这是个细活儿，需要借助
各式工具将石膏与文物融为一
体。

画油画的铲刀、饭桌上的餐
刀、牙医的手术器皿、塑料片、钻
孔针，这些与文物修复似乎“八
竿子都打不着”的工具，都被王

建拿来处理石膏。
“买过专业的工具，不太顺

手，我就开始自己找。你看这些
铲刀的刀尖，都被我弯成一个斜
面，用来处理石膏的不同角度，
干起活来更方便。”王建告诉记
者。

有些文物的碎片实在有限，
比如出土的黄釉瓷片，只有两
块，没有任何参照物，怎么修？这
时候查阅资料片、找参考，也是
一个费时的活儿。

工作 20 多年，王建已在脑
中储备了一个大型“数据库”，
对一些瓷器陶器的形状都十分
熟悉。通常情况下，只要碎片里
有“天”有“地”，上有沿下有底，

他就能复原出文物本来的形
状。

面对“无声”的文物，王建
也总是“默契”地静默不语，只
低头拿着刻刀和磨砂纸一点点
地修。他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身上蹭满了石膏粉末。

长时间下来，王建的脖子
和脊背弯曲成一个固定的弧
度。

“急不得”

沧州懂得文物修复知识并
且能上手的人，屈指可数。45岁
的王建在沧州市文物保护研究
中心还算是“年轻人”。

王建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文
物修复外，还需要参与考古发
掘、遗址巡查等工作。这些工作
很耗费体力，野外巡查时，常常
需要徒步十几公里。

“这些年，文物保护工作已
经逐步向科技保护方向发展，
有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
我们所用。在这些方面，年轻人
比我们学习能力更强。有了经
验，再有技术加持，我们就可以
修复更多的文物，让更多不为
人知的历史重现。”王建告诉记
者。

在王建看来，文物修复的
工作与文物的形成类似，都需
要时间的积淀，一 切 都 急 不
得。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磨炼
了自己的心性。王建觉得，他
与文物，是一种“亦师亦友”的
关系。

每次擦拭、修补历史留下
的吉光片羽，王建都觉得内心
无比平静。一场场穿越时空的
古老对话，一次次在时间长河
中的洗涤，是历史给予每位文
物保护工作者最珍贵的礼物。

每天都在与千年前的文物“对视”，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拼图”
本报记者 吕依霖 摄影报道

王建在修补文物王建在修补文物

待修的文物待修的文物

修补文物的工具修补文物的工具

本报讯（记者 王宝航）近日，记
者通过走访后发现，在部分学校附近，
存在流动摊贩无证经营的情况。他们
既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也影响公共
卫生安全。

7月4日一大早，记者来到运河区
运河小学，发现在运河小学对面，一辆
卖西瓜的蓝色电动三轮车停在公路
上，不时有苍蝇飞来飞去，卫生状况堪
忧。再往北走，记者看到人行道上，一

辆卖煎饼的三轮车停在那里，地面上
散落着零星的白色塑料袋，被泥水浸
染后粘在地上，影响环境。

在运河区新华小学对面，医院东
街的西入口处，记者看到手抓饼、肉
夹馍、鸡蛋灌饼等小摊扎堆。不少行
人围在旁边买早点，使本不宽敞的街
道显得更加狭窄。在市十三中西面的
路南侧，不少商贩将电动三轮车停在
路边，沿街售卖水果、蔬菜等。在商贩
摆摊的周围，记者看到有一些菜叶、
果核被随意扔在积着污水的地面上，
散发出阵阵异味，很不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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