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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卫生城市”专刊

本报讯（记者 姚连红）一
张纸，经过河间“折纸达人”
杨瑞菊一番“鼓捣”，竟变成
一只惟妙惟肖的立体萌兔。
目前，杨瑞菊利用半个多月
时间折出 22 种造型各异的
兔子作品（右图），引来众人夸
赞。

昨天，河间市束城镇徘
徊村的杨瑞菊将这段时间创
作的立体折纸小兔摆上桌，
20 多只造型各异的萌兔俨然
一个“兔子乐园”。杨瑞菊是
一名乡村数学教师。她从小
喜欢折纸，这些年，她利用闲
暇时间折出许多动植物的折
纸作品。

兔年到了，杨瑞菊打算创
作一些兔子折纸作品。新年前
后，她在网上学习各种兔子的
折法，并加上自己的创新。半
个多月，杨瑞菊创作出 22 种
折纸兔子。有的兔子卧在地
上，有的兔子翘起前腿，各种
颜色和造型的萌兔很是可爱。

杨瑞菊说，想让兔子看起
来更立体逼真，就要多费一些
工夫。有时候，一只小兔需要
50分钟才能完工。朋友看到杨

瑞菊的折纸兔，甚是喜欢。有
一对夫妻都属兔，杨瑞菊专门
为他们折了一对小兔子当礼
物。

河间“巧手达人”杨瑞菊——

用纸折出“兔子乐园”

本报讯 （记 者 李 婉 秋
通讯员 张树霞）近日，家住市
区的林女士在沧州站出站时，
不慎将装有金耳坠和若干张
卡的钱包遗失。所幸，沧州站
工作人员捡到钱包并联合民
警找到了林女士。

不久前，林女士乘坐 1461

次列车从外地回沧州，下车时
不慎丢了钱包。

沧州站客运员刘俊义疏导
乘客下车时，在出站口发现了这
个钱包并将钱包交到候车室失
物招领处。工作人员通过广播试
图找到林女士，但没有找到。

沧州站工作人员与执勤

民警清点林女士遗失的钱包
时发现钱包内有银行卡、医保
卡、身份证……共 14张卡。除
此之外，钱包里还有一对分量
很重的金耳坠。

最终，民警通过林女士
的证件信息联系到她，并将
钱包还到她手中。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小可
刘震 记者 姚连红）元宵节前
后，伴着刚劲有力的鼓点，黄骅
市齐家务镇隆儿庄村的两只

“狮子”又舞动起来。村里的手
艺人对两个“狮头”年年翻新、
维护，用传统手艺将舞狮文化
代代传承。

日前，笔者在黄骅市齐家
务镇隆儿庄村村委会看到，村
里的老手艺人马洪松正在修复
和翻修“狮头”。他聚精会神地
给“狮头”填补颜色，勾勒线条。

“狮头”有一红一绿两只，属文
狮。每只重约 15 公斤。“狮头”
由纸浆糊成，上部伴以金角点
缀，眉毛线条粗犷，眼神凌厉，
面部描画惟妙惟肖。表演时“狮
头”衔接“狮身”，演员操纵起来
活灵活现，迅猛威武。

“听家里老人说，20 世纪
初，一位村民从外地买回一对
舞狮，后来每逢村里重大演出， 都用这对舞狮表演，这些年一 直沿用了下来。”马洪松说，这

对用于表演的舞狮已流转百余
年之久。

马洪松今年 67 岁，10 多岁
时就操控舞狮上台表演。演出
结束后，看到长辈在做“狮头”、

“狮身”的修补工作。他慢慢也
留意修缮技巧，学着如何勾勒
线条、填补颜色。随着年龄增
长，马洪松慢慢从台前退到幕
后，以“手艺人”的身份参与舞
狮的修复与维护。

村里和马洪松一样的手艺
人，还有 4位。每年元宵节前是
他们最忙碌的时候。他们要对
颇具年代感的“狮头”“狮身”
进 行 修 补 工 作 ，染 色 、描 画、
编织……

“每年我们都会在原有的
基础上对“狮头”进行修缮、维
护 ，一 方 面 希 望 舞 狮 以 最 佳
的 状 态 呈 现 给 村 民 ，另 一 方
面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年
轻 人 加 入 到 这 个 行 列 中 ，将
这项修护技艺传承下去。”马
洪松说。

农历正月十四，村里的舞
狮 表 演 正 式 开 始 。生 动 威 猛
的“狮子”舞动起来，时而跳
跃，时而翘首，引来村民一片
叫好声。这期间，马洪松等手
艺人便化身“后勤人员”，对
表演时出现的突发情况及时
处理。

“正是因为一代代人对舞
狮技艺的传承和维护，村里的
舞狮文化才一直延续至今。”隆
儿庄村党支部书记马玉行说，
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希望老手
艺代代相传。

黄骅隆儿庄村用传统手艺“守护”舞狮文化

两个“狮头”代代相传百余年

修复翻新“狮头”

本报讯（记者 崔春梅 通讯
员 高艳猛）近日，盐山县青年志
愿者协会开展了“情暖微心愿
争做圆梦人”活动，为常庄乡 21
个来自特殊家庭的孩子圆梦，并
为他们送去总价值 4000余元的
生活用品。

11 岁的小辉（化名）父母离
异后，一直跟着年迈的爷爷和奶
奶生活。他的愿望是能有一个新

书包。此外，还有其他 14名父母
残疾、离异、患病等情况的孩子，
盼望自己能有一双新鞋子、一顶
新帽子或者一身新衣服。

得知这个情况后，盐山县
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积极认
领孩子们的“微心愿”，用爱心
为孩子们圆梦。很快，21个孩子
的 21个微心愿全部被志愿者认
领。

本报讯（记者 吕依霖）家住
市区百合世嘉小区的杨国军在年
轻时与妻子收养了一名患有脑瘫
的女婴。这么多年来，一家人对这
名“天赐”的女儿不离不弃，呵护
有加。因为这份爱，他们被评为河
北省文明家庭。

2005年的夏天，杨国军和妻
子王洪英一同去沧县医院看望老
人。在医院门口的垃圾桶旁边，两
人看见一个裹着小毯子的婴儿。
杨国军告诉记者，这一眼，他们与
这个孩子就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当时，杨国军夫妇已经有了一个
13岁的儿子，为人母的王洪英看
到婴儿后，顿时生出一股怜爱之
情。这名女婴看上去十分孱弱，小
小的四肢一直在不安分地扭动，
王洪英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急
忙奔向医院。医生告诉他们，这名
女婴是一个早产儿，身体状况并
不乐观。即便这样，杨国军夫妇还
是不忍心舍弃这个可爱的小生
命，为了救下这个孩子，杨国军夫

妇欠了7000多元的债。
“取平安凯旋的意思，就叫杨

凯旋吧！”杨国军一家都非常欢迎
这个小生命，杨国军的母亲为孩
子准备好尿布，杨国军的儿子杨
永乐每天都会用手贴贴妹妹的小
脸。然而，幸福的日子刚过半年，
杨凯旋就被医院确诊为脑瘫，以
后的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咱可养
不起，送福利院算了。”杨国军的
亲戚朋友都这样劝说，可夫妻俩
看着孩子，摇了摇头。从这以后，
杨家上下无微不至地照顾凯旋，
没有半句怨言。在爱的灌溉下，凯
旋一天天长大，虽然只能坐轮椅
行动，但性格阳光开朗。

如今，凯旋已经18岁了，仍然
是杨永军夫妇的“掌上明珠”。哥哥
杨永乐已经结婚，仍然会在空闲时
与妻子一同照顾妹妹。一家人和和
睦睦，将日子越过越好。

文明家庭先进事迹

文明家庭杨国军一家

用爱呵护“天赐宝贝”

盐山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为特殊家庭孩子圆梦

我是文明市民 要为城市争光
我是燕赵儿女 要为河北争气

沧州站工作人员与站内民警

把钱包还给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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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之家老年公寓
星级养老服务机构，环境优雅，护理专业，服务贴心，营养膳食，丰富
多彩的文娱生活，交通便利，是老人理想的选择。常年招收老人入住。
地址：解放东路芦家园村南 306、307、901芦家园站下车即到 电话：13784749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