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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宋小庙老街休闲娱乐。

以水为墨、以地为纸。在金世纪广场，每天早上和下午，你
会看到一位老人在认真地写“地书”，这种书写习惯，老人已经
坚持了 10年。老人不仅用这种方式锻炼了自己的身体，还弘扬
了传统的书法艺术。

“地书”顾名思义就是在地上书写文字，又被称为用水在地
上写字的艺术。这种“地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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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练“地书”，77岁的王宗法老人说：“练习毛笔字既锻
炼了身体，又锻炼了思维，还间接地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

据王宗法介绍，用长杆的“地书”笔练习“地书”对于体力
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得用很大的力气，否则握不稳“地书”笔。
在写“地书”的过程中，需要用固定的姿势拿住“地书”笔，而
蘸过水的“地书”笔有一定的重量，写作需要四肢跟着动起来，
且落笔、行笔时要屏住呼吸保持稳定。因此，练“地书”可以起
到修身养性的作用。

王宗法的书法苍劲有力，经常会吸引前来晨练的市民围观。
不少学生家长还上前向他请教学习书法的心得。每到这时，王宗
法就像是一位老师，认真教写，有时候还让学生们写上一把。

“汉字是具有艺术性的文字，书法是中华文明瑰宝，希望年
轻人能热爱书法并传承下去。”王宗法老人感慨道。

水为墨地为纸
老人修身养性写“地书”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本报讯 （记者 成绍峰） 近
日，宁陵县逻岗镇南街村“五
保”老人黄济源娶了亲。因为老
人没有近亲，于是当地村委会帮
忙操持婚礼，婚车、婚宴一样不
少。当地村民介绍，他们也是第
一次参加这么特殊的婚礼。

当天，农家小院内热闹非
凡。新郎是一位 75岁的大爷，新
娘是一位 60 岁的大妈。只见新
郎、新娘胸戴红花，新娘身穿洁
白的婚纱。大爷接亲时，陪同大
妈手牵手从屋内慢慢走出，扶着
大妈上婚车，并给大妈献上一束
火红的玫瑰花。

整个婚礼中，新娘笑容满
面。作为新郎的大爷，也是高兴
得合不拢嘴。“这是大爷的头
婚！你说说，这么大年纪了，终
于找到心上人了，怎么不叫他心

花怒放、喜笑颜开呢！”一位村
民说。

据当地一位村民介绍，新娘
是贵州人，两人相识一段时间
后，决定牵手余生。听说老人要
举办婚礼，村民们纷纷前来祝
贺、帮忙操办。婚礼中拍照、接
亲、拜堂、喝交杯酒、入洞房等
各种仪式，一样都没落下，极大
地满足了大爷这辈子的心愿！

婚礼就在村里的一家餐馆举
办，客人坐了十几桌，都是村里的乡
邻。通过婚礼当天的视频可见，这
对新人已满头华发，乘坐婚车来到
餐馆，餐馆门口铺着红毯。

据村干部黄先生介绍，黄济
源老人的确是头婚，村里给他安
排了一个保洁员的公益岗位。老
人想风风光光地娶亲。村委会听
说以后，决定帮大爷操持办婚

礼，主婚人是村里辈分大的人。
婚礼的费用他个人出一点，剩下
的都是村民们自发捐的。村里帮
忙联系了婚庆店，因为新娘是外
省人，所以当天是到婚庆店接的
亲，两辆婚车围着附近的村庄转
了一圈。两位老人已经领取了结
婚证，下一步村里打算帮扶这对
新人。

关于老人的恋爱过程，村干
部介绍，两年前，村边的阳新高
速建设工地来了几位贵州省的工
人，工人们了解到黄大爷的情况
后，觉得黄大爷生活很幸福，就
是身边缺乏一位老伴。于是，工
人们想到了村里的一位单身老
人。经过工人们牵线搭桥，这名
刘姓老人来到河南。结果两人一
见钟情，恋爱两年后，决定携手
走入婚姻殿堂。

两位老人喜结连理 村民帮忙举办婚礼

本报讯（记者 宋云层）随着天气逐步转暖，因春困
导致疲劳驾驶的交通事故逐渐增多。为保障高速公路的平
安畅通，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通过“声光电”
预警提示、“听视触”感官刺激，切实提升了道路交通事
故预防和恶劣天气预警防范能力。

据介绍，针对中原地区高速公路路线直、路况单一、
易诱发疲劳驾驶等特点，高速交警在原有物防、人防的基
础上，进一步延伸立体化防控措施：在商丘辖区7条高速
公路建设26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285处大型反光标
志标牌、31个跨路电子显示屏，完善了辖区 30个高速公
路出口路段警示提示标志标线、智能卡口系统及防撞设
施，并在每个高速互通立交匝道口安装了喊话提醒系统，
在连霍高速公路411KM-435KM团雾多发路段安装了示廓
灯、立柱灯、爆闪灯、LED电子显示屏、气象监测仪等

“声光电”系统设施，被过往群众誉为“防雾小神器”。
在团雾多发路段及立交互通分流点，由远及近依次设

置交通管控提示牌、显示屏、爆闪灯、高杆灯、路面震荡
带和高音喇叭系统，通过红外感应车辆触发喇叭发声，辅
之太阳能爆闪灯、安全提示标牌及路面震荡带等，对驶入
辖区驾驶人的听觉、视觉、触觉进行全方位感官刺激，提
醒提神防疲劳，达到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目的。

如何判定驾驶员疲劳驾驶现象？商丘高速交警针对
每天 13 时至 15 时、1 时至 5 时高发时段，加大巡逻密
度，观察了解驾驶员精神状态，确定驾驶员是否存在疲
劳驾驶违法行为。一经发现车辆走“S”形、不时出现急
打方向盘等形迹，民警通过闪烁警灯、鸣响警笛、高声
喊话等方式提醒驾驶人。对确定疲劳驾驶的驾驶人，采
取至少 10分钟“唤醒”“罚睡”等教育处罚措施，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

商丘高速交警

开出春困预警“药方”

本报讯（记者 戚丹青 宋云层）“经过两个多月时
间，目前我市 20多条市管城区主干道和 50余处公园绿地
的冬季乔灌木整形修剪工作已基本完成。”3月 1日上午，
市园林绿化中心绿化科负责人李玉阁告诉记者，城市绿化
是优化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的一项重要举措，而
树木修剪是树木生长、塑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

为了保障树木整体冠形美观、骨架均匀，提高生长速
率，从去年 12月初，我市园林部门就安排城区绿化管护
单位制订了冬季苗木修剪专项行动计划，抽选技术能力
强、经验丰富的养护工人组成了专业修剪队伍，对城区主
干道、广场绿地、街头游园内树木的枯枝、病虫枝、衰弱
枝、下垂枝，以及影响行人、车辆通行，遮挡交通信号
灯、指示牌、路灯的树木进行合理修剪。修剪中做到“三
集中”和“三保证”，“三集中”即：集中技术指导、集中
设备工具、集中人员力量；“三保证”即：保证修剪质
量、保证修剪标准、保证修剪时间。

目前，城区道路和公园绿地冬季苗木修剪工作已基本
完成，修剪乔灌木 25万余株。记者看到，修剪过的树形
整齐美观。

此外，现在正值春季，万物复苏，我市园林绿化养护
工作人员将因地制宜、因树制宜、因时而动，按照各类植
物生长习性，精准施策，有序开展春季返青浇灌、施肥、
病虫害预防等养护工作。

为了不破坏环境，市园林绿化中心同时加大保洁力
度，及时对修剪完的枯枝树木进行清理，确保行人、车辆
安全通行。

修剪绿化树 扮靓商丘城

3月1日，商丘火车站候车厅内志愿者正在帮扶旅客。在“学雷锋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商丘铁路
各部门组织团员青年、青年志愿者等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承、弘扬雷锋精神。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3 月 1 日，商
丘日报社向民权
县伯党乡翟庄村
捐赠价值近万元
的 1000 余棵桃树
苗，为乡村振兴
添新绿、绘新彩。

本报融媒体
记者 邢 栋 摄

“商丘古城附近又新增一处网红打卡
地——宋小庙老街，让你一秒穿越到几百
年前……”“百分之九十的商丘人还不知
道的打卡圣地，快来吧！”近日，位于
商丘古城西关附近的宋小庙老街成了
短视频平台“网红”的一颗新星，青砖
灰瓦、实木雕花的仿古建筑吸引了不少
网友前去“一睹芳容”。

2月 28日下午，记者根据视频上提
供的路线来到位于睢阳区平原南路西侧
与金桥路东侧、宋小庙村北侧的这条老
街。从郑商路与平原南路交叉口往南约
200米，过了古宋河桥就看到一条向西
的小路，沿着小路一直向里走，可以看
到路边一堵高大的青砖仿古影壁，上书

“宋小庙老街”几个大字。“商宋故都城
文明几千载 天下归德府古宋河畔家”，
影壁两侧对联透露出厚重的文化气息。

进入老街，一座座各具特色的仿古
建筑映入眼帘，门窗上各种木质雕花传
递着浓浓的复古风。街中心的仿古大戏

台上正在进行戏曲演出，吸引了不少游
客和附近村民在台下观看。在这里，游
客仿佛穿越到古时。街内还修建着一条
水系，乌篷船等设施已经就位，但目前

还没有通水。从现场情况看，街两边的
仿古店铺正在招商，已经被预订了一部
分，还有几家正在店内施工。“今天工
作日人不多，周末那几天人不少，外面

停的车可多，都是来这转转、逛逛的，
拍拍照就走了。”一位家住附近的宋小
庙村群众告诉记者。

探访结束后，记者联系了睢阳区古
宋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据了解，
宋小庙老街属于金桥社区村集体公司鑫
桥公司与江西乐平市智盛文旅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的“古宋河畔人家”项目一期
工程。宋小庙老街项目对宋小庙村沿河
的19栋老旧房屋进行升级改造，总投资
约 1.5亿元，目前已基本建成。该项目
恢复了归德府宋氏家族的祖居，修建了
古宋民俗文化馆，通过展现宋国的微
子、庄子、墨子、惠子、归德宋氏等先
贤文化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宣传古宋悠
久的历史人文，进一步探索城乡融合、
景城融合、文旅文创融合发展之路。据
了解，该景点于今年春节前夕正式对外
开放。连月来，不少民间摄影团队、文
艺演出队伍等前来开展活动。

这条老街位置非常优越，南临风景
秀丽的古宋河，东靠平原路，紧邻连霍
高速公路出入口，离商丘古城西关也不
过数百米，其进一步完善后将成为古宋
河畔一颗耀眼的“明珠”。

在宽阔古朴的老街中唱一嗓子豫
剧，拍下美美的汉服照片，想来也是非
常有氛围感的。你还不心动吗？

浓浓古宋民俗风的宋小庙老街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我从小没有进过学校大门，没有
在教室里读过一天书。但我最大的愿
望，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建一所希望小学，
让更多的残疾儿童接受良好教育。”2月
25日，在宁陵县柳河镇柳河集村，回家
探亲的“袖珍女孩”李喜梅说。

今年 32岁的李喜梅自幼患上脆骨
症，身高仅有 1.2米，只能靠电动轮椅行
走。但凭着一股不认输的倔强，她勇敢
地追逐心中的梦想。如今，她在广州开
了一家化妆品公司，身价千万元。

自强：从小就不认输

“我出生 3 天后，确诊为脆骨病，
又称为成骨不全症，或者叫‘瓷娃
娃’。”李喜梅说。从此之后，父母带
着她走上了漫长的求医之路。

“得脆骨症的人最容易骨折，我都
骨折N次了。”对于李喜梅来说，骨折
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由于身体原因，到了入学年龄，
李喜梅却不能入校就读。“就这样在家
里过一辈子吗？不，我要挣钱养活自
己！”李喜梅要做个自立自强的姑娘。

2006年，李喜梅跟随打工的父母到
了郑州。她想在这里扎根，找一份谋生
的工作。一天，她在二七广场游玩时，
看到一个杂技团正进行精彩的表演。
她深受启发，决定走上“卖唱”之路。

李喜梅很有唱歌天赋。说干就
干，她买了小音响、话筒，第二天就
来到二七广场一展歌喉。她的歌声吸
引行人纷纷驻足聆听，赢得了一阵阵
叫好声。很多人被她的笑容和乐观所
感动，纷纷为她的歌声买单。年终的
时候，她用挣来的钱买了一台电动轮椅。为了抱团取暖，她和几
个残疾人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残疾人文艺演出团。

真正让李喜梅挣得“第一桶金”的，是她 2013年加入网络
YY直播。在直播间里，她给网友唱歌，也讲述自己的人生。作
为一名残疾人，能如此自立自强，很快吸引来很多粉丝。李喜梅
成了网红达人，直播让她赚了许多钱。

励志：让梦想走得更远

人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总要经历种种挫折和磨难。
2015年，微商开始在朋友圈里流行开来。有人找李喜梅合伙

在青岛成立公司，利用微商的形式推销化妆品。两年后，那位合
伙人却背信弃义，卷钱跑路了，留给她一个烂摊子。

“2017年，我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生意赔了，只好拿出60
多万元填补‘窟窿’。这可是我辛苦多年的积蓄啊！”李喜梅说，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前夫看我一穷二白，就无情地弃我而
去。最惨的时候，我连给儿子买袋奶粉的钱都没有。”

事业失败，又遭遇家庭变故，双重打击让李喜梅极度沮丧。
但弱小的身体里却有一颗强大的心，她要迎难而上。

2019年，李喜梅从头开始，创建了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2020年 1月，她在快手平台的粉丝高达 300万。她在直播间
销售化妆品，以“网红带货”的形式来积攒资本。

很快，李喜梅又开了一家化妆品公司，打造了一个新品牌，
并在直播间只卖自己的产品。如今，她的公司正在做大做强，资
产逾千万元。她也成功跻身于女企业家行列。

虽然身体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但通过努力奋斗，李喜梅
在网络平台上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公益：用爱温暖人间

“把自己活成一束光，去照亮这个世界。”这是李喜梅心中坚
定的信念。

李喜梅第一次献爱心是2008年5月汶川地震。当时她在郑州
二七广场辛苦卖唱，把赚来的几百元钱全捐了出去。之后，她又
多次去郑州福利院捐钱捐物，去聋哑学校看望残疾学生。

当李喜梅看到那些和自己一样身有残疾的孩子时，她总要伸
出援助之手帮他们一把。她渴望创建一所希望小学，让更多的残
疾儿童接受教育，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无论是 2021年郑州遭遇暴雨灾害捐赠物资，还是三年来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捐赠口罩和生活用品，李喜梅总是当仁不让、冲
锋在前。此外，李喜梅更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当得知家乡陷入
窘境之时，她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积蓄捐献出来。

“我正和一家影视公司筹拍一部励志电影，初步拟名《这个世
界我曾来过》。影片以我的人生故事为蓝本，讲述一个‘瓷娃娃’不
断成长、努力创业的故事，激励更多的人奋发向上、坚韧乐观。”李
喜梅说，“这部电影的所有票房收入将用于救助脆骨症患者。”

“李喜梅通过不懈奋斗，打拼出一番天地。事业有成后，她
又主动回报社会，奉献爱心。李喜梅身残志坚，是所有残疾人学
习的榜样！”宁陵县残联理事长李付远评价说。

宁
陵
县
﹃
袖
珍
女
孩
﹄
李
喜
梅
：

人
生
的
剧
本
靠
自
己
去
书
写

□
闫
占
廷

20232023年年33月月22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编辑编辑：：陈丽芳陈丽芳 E-mail:sqrbxq@E-mail:sqrbxq@163163.com.com

55
弘扬社会正气 关注社会热点

引领社会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