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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防疫措施 筑牢坚固防线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 通讯员 窦金波）近日，睢
阳区路河镇李瓦房村一名女童在村活动广场玩耍时，腿
部不慎卡在户外健身器材夹缝中，经消防人员救援及时
脱困。

4月4日13时许，接到命令的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
场后发现，被困女童上半身趴在家人怀中，双腿卡在距
离地面约半米的一健身器材的圆筒状结构中。经目测，
此健身器材应为按摩腰背部使用，圆筒状结构上布满凸
起的圆点，内部中空。“孩子把腿塞进里头，膝盖卡在
下面缝里出不来了。”在现场，该女童的家人向救援人
员简单介绍了情况。救援人员抵达时，由于现场附近正
组织村民进行核酸检测采样，引来很多群众围观。为防
止人员聚集，救援人员当即对现场围观群众进行疏散。

经救援人员查看，女童左小腿被卡在健身器材内部
空隙处导致无法脱身。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当即使
用液压破拆工具对卡腿的健身器材缝隙位置进行扩张，
约两分钟后顺利将女童救出。由于被卡时间较长，女童
腿部表皮有些红肿，但并无大碍。现场救援人员建议其
家人去卫生院对女孩受伤部位进行处理，并提醒女童和
其家人，应正确使用健身器材，避免做类似危险行为。

女童腿被卡 消防急施救

阳春三月，春风拂面，百花争奇斗艳，到处风景如画。近日，
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一些公园、景区，制作了一份“赏花地图”，
请您收好，千万不要错过这绚丽多彩的春天。

油菜花海金灿灿

森林公园是商丘的后花园，也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春季的森林公园格外梦幻，清风微拂，草木舒
朗。蓝天下，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和二月兰绚烂绽放，将
大地装扮成了金黄和紫色的海洋。漫步其中，花香阵
阵，蜜蜂嘤嘤嗡嗡，让人心旷神怡。

花期：二月兰花期较长，有一个多月，3月下旬到5
月初都可欣赏。油菜花3月末至4月初为盛花期，现在
花开正好，错过可要再等一年哟！

路线：沿着凯旋路一直向北，过了310国道后，道路
两旁即可看到片片油菜花田，一直到森林公园大门口，十

余里的道路两旁，金黄的油菜花与盛开的紫荆、碧桃、海
棠相映成趣，随手一拍，就能定格绝美风景。

樱花烂漫春意浓

到了春天，怎能不赏樱花？日月湖景区的樱花岛成了人们
必去的打卡地。整个樱花岛面积约8500平方米，沿湖水榭长廊
100余米，园区小路环绕其中，沿路两旁土坡上分布着约 550棵
樱花树。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早樱还未完全凋谢，雪白的花瓣与新
发的绿叶一起，在微风中微微颤动。粉色的樱花还未完全绽放，
只有个别心急的花朵偷偷绽开了笑颜，那粉红的颜色不浓不淡，
略带几分羞涩与娇气，与碧绿的湖水相比，显得格外妩媚、鲜
艳。近日艳阳高照，暖意融融，再过几天，樱花岛就会呈现出一
年中最美的模样。

花期：樱花花期较短，3月底到4月上旬为最佳观赏期。
赏花路线：从日月湖景区南门进去往东走，跨过应天桥就

会看到满眼的樱花。此外，“商丘好人”主题公园东侧的山坡
上，长江路高架桥以东、文化路与中州路交叉口向东的绿化带也
有很多樱花摇曳生姿，从汉梁文化公园南门进去往东走，路边也
会看到绽放的樱花。

牡丹初绽香自来

国色朝酣洒，天香夜染衣。唐朝中书舍人李正封的这句“国
色天香”，正是牡丹最深入人心的形象。牡丹以其雍容华贵、富
丽端庄的独特魅力，被尊为“花中之王”。一说起看牡丹，人们就
会想到洛阳，不过在日月湖景区也有大片大片的牡丹花，让您不

出市区就可以欣赏到它的美丽。
记者看到，花圃里牡丹的叶子已经很

茂盛，但大部分还只是花苞，只有零零星星
的花儿开始绽放。特别是硕大的白色凤丹，虽
然数量不多，但已经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赏。
牡丹花期较短，为了让游客在不同时段都能观
赏到牡丹花，日月湖景区引进了不同花期的牡丹品
种，一拨开完另一拨接上，不会断档，可以一直美上半个多月。

花期：4月上旬。
赏花路线：“商丘好人”主题公园天幕舞台东北侧、西南侧、

西侧的花坛。

郁金香灿然绽放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郁金香虽是荷兰国花，
但我国古代就有对此花的描述。它的品种极其丰富，且花色艳
丽、色彩繁多。

我市观赏郁金香的地方就是汉梁文化公园了，这里郁金香
的种植面积为 4500平方米，约有 20万株郁金香，按照大红、玫
红、黄色、紫色等不同的颜色进行分区域种植。

花期：在我市，郁金香的花期为3月下旬至4月上旬，现在正
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间。

赏花路线：从汉梁文化公园南大门进去向东直行，便可看到
亭亭玉立的郁金香。

紫荆花开醉满园

唐朝诗人杜甫曾在《得舍弟消息》一诗中写道：风吹紫荆树，
色与春庭暮。现在正值紫荆的盛花期，花开成海，让前来观赏的
游人都沦陷在粉紫的温柔里。

初闻“紫荆”是因为它是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花，总以
为那花是南方才有的。却不知在商丘，到处都能看到紫荆的身
影，我市还有一条以紫荆命名的路：紫荆路。紫荆路两侧种了不
少紫荆，花开时节，花潮如涌，绚烂如霞。游人徜徉其间，美丽的
身影、开心的笑脸和盛开的鲜花相映成辉，和谐相伴。

花期：4月上旬。
赏花路线：紫荆比较分散，不少马路边、公园里都能找到它

的身影。紫荆路南段、南京路较为集中，雪苑路与神火大道交叉
口西侧的绿化带内都是绚丽的紫。此外，文庙路蔡河两侧，几百
株紫荆悄然绽放，把你带入童话般的世界。

记者提醒广大市民，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入园赏花时请戴
好口罩，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配合测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
此外，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爱护花木，不要踩踏、采摘，让我们共同
维护好这美丽的花花世界。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
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陈思坤的妻子高秀英要强能干，
他们婚后生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家里
有几亩地，除了种田，他们还就近到
邻村打工。夫妻俩上孝敬双亲，下抚
养儿女，日子过得幸福而宁静。然
而，一场车祸打破了这样幸福的日
子。2012年2月的一天，妻子高秀英
在去邻村打工的路上，被一辆疾驶而
来的车撞翻在地，下半身失去知觉，
再也没能靠自己的双腿站立起来。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日子会是什
么样子呢？这么多年了，陈思坤没有
时间做这样的设想。车祸发生后，除
了扛起一家人的生计，他还要照顾瘫
痪在床的妻子，帮她按摩、翻身、洗
澡、锻炼，他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
觉。陈思坤就像一个被生活抽打着
不停旋转的陀螺，不知道自己能撑
到哪一天，也不知道命运还会在哪
里转弯。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5 年，上
天对陈思坤的考验再次加码。那年 7
月，陈思坤年迈的母亲因脑萎缩也瘫
痪在床，往返照顾两个瘫痪在床的病
人，陈思坤更加忙碌。所幸，这个坚
强的农家汉子熬了过来，当妻子因为
生病而烦躁发脾气时，他轻声安慰；
当妻子因为锻炼辛苦而想着放弃时，
他加油鼓劲。妻子不忍拖累他，有时
候冒出想死的念头，陈思坤对她说：“我不放弃，
你也不能放弃，你还得鼓励我呢，我们一起坚持下
去，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如今，陈思坤仍在负重前行，可他一直很乐
观，两个女儿都已成家，儿子也了上大学，学习努

力，孝顺懂事，每个暑
假都出去打工挣生活
费。当地政府也对这个
特殊的家庭极为关注，
给了他们家两项残疾人
补助，还办了低保，学
校也给了他儿子每年
4000 元 的 生 活 补 助
费。陈思坤相信，日子
会好起来的，他的妻
子总有一天会重新站
起来。

（文字整理/本报融
媒体记者 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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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戚丹青）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4月 3
日至4日，商丘雷锋义务救援队组织50多名队员，
对梁园区王楼乡、八八街道办事处进行防疫消杀，
赢得辖区干部群众的一致赞扬。

4月 3日，应王楼乡三陵社区邀请，该救援队
20余名队员身穿防护服，驾驶着雾炮车，手持沉
重的弥雾机，严格按照“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的原
则，对该乡袁店村、程小桥村、宋大庄村进行了义
务防疫消杀工作。4月4日，30余名队员又来到八
八街道办事处所辖的金桂园、新都汇、光明等8个
小区，对楼梯、下水道等区域进行全面消杀。有的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队员们就一层一层地爬楼梯，
将消毒液喷洒在每个角落。看到队员如此敬业、
负责，居民们表示十分感谢。

雷锋义务救援队队长赵永利说，队员们虽然
居住比较分散，但每天7时30分集合，从没有人迟
到。8时整，他们的消杀工作就开始了。每次消
杀时，队员们都要背着六七十斤重的消毒液走遍
每一个角落，一直要忙到傍晚才能结束，工作量很
大。忙活一天下来，汗水浸透衣衫，但队员们从未
叫过苦喊过累。

商丘雷锋义务救援队

开展义务消杀
助力疫情防控

如果你常去金世纪广场，你一定会看到一些老人在
专心致志地写“地书”。书写“地书”的笔有着如扫帚
般长的杆子，用海绵做成的特殊笔头，方便环保，不用
纸墨，而是蘸水在地上写字，故称之为“地书”。

记者采访时发现，金世纪广场的路面大多是方形的
花岗石，如同纸上的格子，书写时一字一格，工整规
范，而且能够使墨迹在上面停留几分钟，这样不仅书者
可以怡情，过往者也可欣赏。

今年 67岁的解道宽是金世纪广场的常客，几乎每
天都到这里写字。他最爱写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一幅字写就，行云流水。喜欢写欧体字的刘德山老人看
上去非常沉稳，他一手拿着字帖，一手持笔而书，一笔
一划，把欧体字临摹得淋漓尽致，赢得围观群众称赞。
老人对记者说，他临摹欧体字已经三四年了，几乎每天
都写“地书”，既锻炼了身体，又陶冶了情操，而且还
省了不少笔墨钱。

在金世纪广场，“地书”笔友们彼此以“老师”相
称，大家每天在广场上见面，相互寒暄几句后便开始

“各自为战”。过往群众一边观看，一边感叹：高手果然
在民间。

采访中，老人们说，“地书”无需纸墨，节约了资
源，这种既方便又环保的书法形式既锻炼身体又陶冶情
操，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书法艺术的普及和练习者书法水
平的提高。

大地为纸水作墨
老人热衷写“地书”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赏花地图”带您游览满城春色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宋云层

4月6日，商丘市中心医院自助机完成升级改造，市民在
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办理业务。据悉，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该院加强便民服务措施，实现自助式检验检查结果查询和报
告单打印、查询费用明细、缴费充值等业务，减少了人员聚
集，方便了群众就医。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4月5日，市民扫码进入汉梁文化公园。连日来，我市各
大公园、景区积极采取多项措施，持续强化疫情防控工作，
为游客营造安全、放心的旅游环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坤 摄

本报讯（记者 宋云层） 4月4日，商丘学院的大四
学生来到商丘非遗砖雕工作室，开展社会实践和课题调
研活动，我市高校正掀起一股非遗热。

在商丘市非遗砖雕艺人潘明生的讲解下，同学们对
非遗传承文化和归德砖雕技艺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家纷
纷拍照询问制作过程，对非遗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
理解。当得知砖雕传承无徒授业时，大学生们纷纷表示
很惊讶，这打破了他们对传统手艺传承的印象。

这些开展社会实践的同学是商丘学院编导专业的
大四学生，他们即将面临毕业，准备制做一组关于商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纪录片，砖雕、木板画、面塑等非遗
项目都将出现在他们制作的纪录片中，他们要用自己的
专长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近两年，我市多所高校开设了非遗讲座，我积极
配合高校开展非遗砖雕技艺的传承，如今已有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对传承这门手艺有较高的兴趣。希望今后有更
多的非遗项目走进校园，以此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
潘明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商丘高校掀起非遗热

汉 梁
文化公园郁金
香竞相开放，市民
纷纷前来打
卡留念。

春回大地人间暖。近日，夏邑县人民法院组织全院
干警为该院困难干警程知文捐款。2021年4月，程知文
因病住院治疗，中间经历了一次手术，花费近30万元
医药费。高额的医疗费用让这个普通家庭无力承受，不
堪重负。该院全体干警纷纷伸出援手，奉献爱心，让程
知文及其家人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同事们的关怀。

徐永忠 摄

社会广角

樱花盛开扮亮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