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 3155665

扫码关注“晚报帮办”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并留言

我点赞

男子扶起垃圾箱

市民孙女士：3月8日上午11点左
右，我外出办事路过黄河东路与清池
大道交叉口的时候，看到路口西北角
有一个垃圾箱被大风吹倒了，垃圾箱
倒在了一侧的便道上。一名骑电动车
的男子经过时，停下车将垃圾箱扶起
来摆正后才离开。我们的城市环境需
要大家一起维护，我为这名热心男子
的行为点赞。

彭爱 整理

公交司机扶我上车

市民张女士：几天前，我打算到市
区盐百购物广场购物，便在邓官屯公
交站等待21路公交车。公交车到站后，
腿脚不好的我借助助行器上车。见我
行走吃力，公交司机赶紧起身，搀扶我
坐到了座位上。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温
暖。下车后，我便记下了这辆公交车的
车牌号。事后，我通过打听，得知这位
好心的司机叫张奇。我想通过《沧州晚
报》向这名公交司机道一声“谢谢”。

李婉秋 整理

邻居及时提醒

市民刘女士：前几天傍晚，我买了
很多东西回家。当时我着急进屋给孩
子做饭，提着大包小包便进了门，竟忘
了拔防盗门上的钥匙。十多分钟后，我
听到有人敲门。原来，一位邻居看到我
家门上的钥匙后，赶紧敲门提醒我。非
常感谢邻居的热心提醒。

崔春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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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省级卫生城市

我来拍

哪位小朋友想成为高跷队的一员
7岁以上的孩子可免费报名学艺

本报讯 （记者 吕依霖）3 月 11
日上午 9点半，在运河区福地阳光都市
小区一间由客厅改造成的音乐教室里，
几名自闭症儿童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老
师讲解乐器的演奏知识。孩子们的小手
在老师的指导下拨弄琴弦，发出一阵阵
悦耳的音律（右图）。

我市爱心人士王平一直在义务帮
助一群自闭症儿童。最近，王平想为这
些孩子寻找专业的音乐老师，想通过
音乐的魅力让他们打开心扉。2 月 28
日，本报以《谁愿做自闭症儿童的音乐
老师》为题报道了此事。稿件刊出后，
很多热心人士打来电话，表示愿意为
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专业葫芦
丝老师赵建明愿意挤出周末的时间，
为自闭症儿童上葫芦丝课。李村夫是
一名幼师，他表示可以为孩子们上古
筝课，并捐赠出两架古筝。还有一位热

心市民自掏腰包，为孩子们买了一架
崭新的古筝。

王平与两位老师仔细沟通了上课
时间和地点，最终商定为每周六上午
开设古筝课，每周日下午开设葫芦丝
课。

3月 11日上午 9点，十几名自闭症
儿童和家长一起来到了上课地点，孩子
们的眼睛里透着好奇。课上，李村夫教
大家弹奏了《上学歌》的第一句。一只只
小手怯生生地拨响琴弦，孩子们的脸上
满是兴奋。第二天下午的葫芦丝课上，
赵建明细心纠正孩子们的手势与站姿，
教他们吹出动听的旋律。

王平告诉记者，音乐课对这些自闭
症儿童来说非常有益，既能增强孩子的
自信心，也能让他们在上课的过程中提
高自己的沟通能力，特别感谢两位老师
的付出。“如果有爱心人士愿意为自闭

症儿童免费提供几架古筝，那就太好
了。”王平说出心中的愿望。

（如果您愿意为孩子们提供古筝，
请与记者联系。联系电话15710097631）

东环小区楼前污水外溢月余

社区联系施工队疏通管道

《自闭症儿童可以学习葫芦丝和古筝啦》后续报道

在老师的指导下演奏

自闭症儿童上了第一堂古筝课

本报讯 （记者 姚连红）3 月 11
日，新华区县直社区找来施工队，对东
环小区 20 号楼堵塞的下水道进行清
淤。大家忙活了 3个小时，下水道成功
疏通，路面不再冒污水。

一个月前，新华区东环小区 20 号
楼前的一处化粪池不停冒出污水。时
间一长，下水道淤堵的情况越来越严
重，污水流出 10多米远，臭味扑鼻。很
多居民回家要经过这条小路，如今污
水“占道”，居民只能小心翼翼地绕行。
小区没有物业管理，有人向县直社区
反映了此事，希望社区能帮忙协调清
淤事宜。

县直社区工作人员接到居民反映
后，马上来到现场查看情况。随后，社
区与居民代表联系协商清淤的问题。
社区找来 3个施工队查看现场。经过对
比，最终，居民选定其中一支施工队。
随后，20号楼居民代表挨家挨户上门
收取清淤费用。

3月11日上午，施工队来到小区对
管道进行清淤。施工队清理了主下水管
道以及楼前的各个化粪池（右上图）。由
于有的化粪池吸污车无法靠近，施工人

员只能用桶将污水清走。随后，社区工
作人员又提醒各户居民检查自家下水
道，是否有淤堵外溢的情况。

经过 3个小时的紧张忙碌，淤堵的

下水道终于被清理干净。看着干净的小
路，居民心里格外舒畅。“非常感谢社区
的协调，帮我们解决了实际困难。”居民
赵先生高兴地说。

本报讯 （记者 姚连红）为了弘
扬传统文化，市区一支民间高跷队计划
招收 10名儿童，免费传授高跷技艺。凡
是喜欢高跷，不怕吃苦的 7岁以上的孩
子可报名学习。

“民族高跷葡萄湾同乐会”是市区
一支拥有 40名成员的民间高跷队。每
年农历正月初七到农历正月十五，是高
跷队最忙的时候。他们每天奔波六七个
场地为市民带来精彩的高跷表演。

高跷队的成员之一胡女士告诉记
者，她的丈夫和 8岁的儿子王艺程都是
高跷队的成员。每次高跷表演时，小小
年纪的王艺程成了大伙追捧的“小明
星”。有很多家长询问她，能不能让自己
的孩子也学习踩高跷。

前段时间，胡女士和高跷队的组织
者刘跃、徐晓林等人说起此事。大家一
致认为，高跷作为民间艺术，需要代代
相传。如今，孩子们户外活动不多，在家
常与手机为伴，影响孩子身心健康。于
是，他们商议后决定：面向市区招收一
些小学员，成立一支“儿童高跷队”，并
由专业人员免费教授高跷技艺。

胡女士将这一消息发到“高跷粉丝

微信群”后，几位家长马上给孩子报了名。
他们希望通过本报再招收一些小学员。

“学高跷辛苦，也具有一定危险性。
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喜好和自身条件考
虑是否报名参加。”胡女士说，他们对于
教授孩子学习高跷多少有些顾虑，但仍
然想尝试一下。目前他们想招收10名7
岁以上的孩子，男女不限，计划双休日
挑选两个时间段进行免费培训。同时，
有兴趣的青少年也可以报名参加。他们
会对有意向的孩子再次进行筛选，最终
确定招收人数。

（读者朋友，如果您的孩子想学习
高跷这项传统民间艺术，可拨打记者电
话报名：1553378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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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经济开发区九河东路（靖烨科技园附近）有厂
房出租。（生产车间1个，面积1537平米）。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租金面议。另有办公室20间对外出租。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5076737111

厂房
出租

地点：市区黄河路运河桥东侧
黄河路运河桥东侧路南自西向东

的非机动车道上，有两处路面存在高
低不平的情况，希望相关部门能将路
面修复平整。 刘冰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