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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王温轩 贾 震）“真的太
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发现着火并奋力扑救，不知道得出
多大的事呢！”8月 22日，在虞城县城关镇车站路，80岁的
高老太太紧紧握住热心市民的手，几度哽咽地说。

当天下午 1时 20分，在虞城县车站路东段恒通汽修厂门
口，车主李伟、李斌和汽修厂工人杨威、许振、陈雨祥等人正在
修车。交谈中，李斌忽然发现汽修厂西面北侧浓烟四起。李
斌、许振、李伟立即驾车前去冒烟处查看情况，陈雨祥、杨威二
人驾驶摩托车紧随其后。到达后他们发现，一家住户着火了。

为了安全起见，李斌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后，急忙来到
着火处的住户，在邻居的合力帮助下，他们一起将该住户家
的房门强行打开。此时厨房已是一片火海。他们赶紧救人，
经过寻找，在里屋的床上找到了睡觉的老太太。他们快速将
老人搀扶到屋外的安全地带。

这时，院子里满是他们奔跑的身影，李斌等人将一桶桶
水扑向着火处，大火被及时扑灭了。

10分钟后，城关派出所民警刘显坤等人赶到了现场，发
现洗衣机烧的只剩下轮子，锅碗瓢勺全部烧坏，电线、被
子、衣物等物品也被烧成灰烬。

邻居们感叹：“幸亏你们发现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老人对市民热心灭火深表感谢。李斌等人看着火情已

除，默默离开了现场。

突发火情
热心市民合力灭火

本报讯（记者 戚丹青）“来市政务服
务大厅办业务，一进门就有工作人员热
情引导，办事速度快、效率高。”8月22日
上午，办理业务的市民孙先生评价道。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来，商丘市行
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围绕进一步建
立完善“进门有引导、咨询有辅导、全
程有帮办、结果免费寄”的服务闭环，
积极动员部署，查摆问题和不足，积极
开展“文明服务我出彩、群众满意在窗
口”专项提升活动，用“便民小窗口”
做好政务“大服务”。

一进入政务服务大厅，记者就看到
服务台上摆放着的宣传手册、满意度手
册等资料，显著位置以地面标识、指示
标牌等方式清晰标注，工作人员主动热
情、及时准确地为前来办事的企业群众
提供问题解答、办事引导服务。

在企业服务站，工作人员梳理了
全市 23个部门的 147项惠企政策，形成政策清单，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政策咨询、帮办代办系列服务；在联合辅导区，由市行
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牵头，以发改、住建、自然资源规划、城
管、水利、人防首席事务代表为基础，建立重点项目服务团队，全
程为各类重点项目审批报建提供“一对一”“多对一”的专业辅
导。据统计，今年以来，他们已为50家重点企业发起联合辅导，
并将辅导意见以一次性告知书形式反馈企业。

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还扩大了帮办代办专职服务
队伍，让工作人员从“幕后”走到“台前”，统一挂牌上岗、
主动亮明身份，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

为了让办事群众更快捷地收到所办理的各类证照，该局制
定了《邮寄送达服务制度》，各职能部门将办理结果文书或证照
（件）统一转交出证窗口，群众可根据需求选择现场自取或免费
邮寄。同时，在全省首创邮政速递取代政务服务事项审批环实
现部分政务服务事项“零跑动”。今年以来，该局通过综合出件
窗口免费为企业群众邮寄各类证照1763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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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来，脚往这放。”8月 23
日上午，张新伟从床上把妻子搀
扶出来，让她到院子里透透气。
他像照顾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嘱
咐着妻子。

张新伟，家住夏邑县杨集镇
关庙村，妻子彭秀英 20年前因生
产孩子时得了产后风，导致瘫
痪。多年来，张新伟都在围着妻
子转，端饭喂药、洗脸擦身，7000
多个日日夜夜，不离不弃。

张新伟和彭秀英是2000年经
媒人介绍认识结婚的，虽然生活
不富裕，但是他们很幸福。

张新伟忆起往事，依然感觉
就像是在昨天。2003年农历的 2
月15日，那是孩子出生的第六天，
突然家人看到彭秀英口吐白沫、
全身痉挛，急忙用板车拉着她到
邻近的郭庄村诊所就诊，村医看
后说这病厉害，让赶紧打120急救
电话去县城。“当时打电话没有交
代清楚具体地址，120救护车跑到
郭庄乡卫生院，又从郭庄乡卫生
院多跑 10 多公里才赶到我们这

里，路也不好走，耽误了一个半小
时。”张新伟说，到县医院后，妻子
已经昏迷不醒，医生诊断是产后
风，很难治好。经过一个星期的
治疗，不见好转，张新伟就带妻子
出院回家慢慢静养。

在家里，妻子瘫痪在床，生活
不能自理。从此，张新伟早上5点
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就开始做
饭。等妻子醒来后，他帮妻子洗
脸、刷牙、梳头。他一天到晚陪在
妻子身边，除了按摩、擦洗，还得
喂吃喂喝、换尿布……他成了妻
子的贴身“保姆”。

张新伟不忍心让妻子一直躺
在病床上，盼望着她能重新站起
来。虽然家庭经济拮据，但在为
妻子治病上，他从不心疼钱，只要
听说哪里有药能治妻子的病，他
就想方设法买来给妻子服用；听
说哪里的医生好、可以治疗这样
的病，他就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妻
子去试试。2015年，他听说北京
一家医院可以治疗妻子的病。当
时家里只有 6000块钱，张新伟就

把家里的十几棵树木和养的猪、
羊、鸡都卖了，又向亲戚、邻居借
了1万元，总共凑了2.5万元，带着
妻子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他妻子入院后，做了多项检
查，医生说需要手术和医药费5万
多元，但不能保证完全康复。张新
伟打电话四处筹钱，却没借到一分
钱。他只好带着妻子回家了。

张新伟说，现在他和妻子都
有低保，妻子还有残疾人补助，一
月下来有 590 元，大孩子外出打
工，也不向家里要钱了，村里还给
他找了个公益岗位。他和妻子很
知足，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救助。

“现在我妻子的智商和两三
岁孩子智商差不多，每吃一口饭
都要喂，但我会一直陪着她。”张
新伟坚定地说。

这么多年他不离不弃、始终
如一用心照顾妻子的行为令人感
动，村里人谈起张新伟，个个都竖
起大拇指。而张新伟却说：“她是
我妻子，照顾她是我应该做的。”

好丈夫张新伟：

不离不弃照顾瘫痪妻子20载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张壮伟 通讯员 夏 天

本报讯（记者 戚丹青）“孩子，这是一万块钱，你拿着
上学去，在学校要好好学习，今后为社会做点正能量的事
儿。”8月 22日上午，76岁的“商丘好人”曹建河老人将一
沓现金交到了虞城县困难学生小高（化名）的手中。

近日，虞城县第一高级中学学生小高（化名）收到了梦寐
以求的大学通知书，在激动与兴奋之余，他却有着深深的担
忧：父亲重病，母亲收入微薄，姐姐在上大学，自己开学又要花
一笔钱，父母的压力更大了。正在一筹莫展时，他接到了班主
任张伟的电话：“‘商丘好人’曹建河爷爷愿意资助你上学。”

原来，8月中旬，张伟老师替他的学生小高向记者寻求帮
助。他说，小高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
并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个孩子我带了两年，非
常努力，高考考了 629分。”张伟说，小高的姐姐也在上大学，
他们的父亲患了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靠给人打扫卫生
抚养姐弟两个，生活困难，希望爱心人士向他们伸出援手。

接到求助信息后，记者第一时间想到了“商丘好人”曹
建河。他表示：“我原来资助的一个大学生今年毕业了，正
好有能力再资助一个。”

8月22日上午，小高带着录取通知书，和他的妈妈一起
来到张伟老师的家中见到了曹建河老人。曹建河表示，他会
资助小高到大学毕业。

据了解，长期以来，曹建河老人一直在无私资助家庭贫困
的学生，很多孩子在他的帮助下已经完成学业、成家立业。近
三年来，仅仅是在记者的牵线下，他就资助了 4名学生，每年
资助金额两万多元。他说，自己不求孩子们报答，只希望他们
长大后能够回报社会，把正能量传递下去就足够了。

暖心善举
“商丘好人”资助贫困学子

8月 22日，农历七月初七，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
子。为迎接七夕节，我市第四代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传承
人李文萌生创意，用时 7天，创作出美妙绝伦的面塑作品
《鹊桥会》，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件面塑作品《鹊桥会》，高 32厘米、长 40厘米、宽 15
厘米，主要人物是牛郎、织女，人物形象鲜活灵动、栩栩如
生，搭配祥云、喜鹊等造型，充满了情趣和艺术想象力。

8月 22日，七夕节当天，李文在接受采访时说：“七
夕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我根据牛郎会织女的传说，
创作了《鹊桥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承非遗技艺。”

面塑是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它是以面粉为原料，
调以不同色彩，通过揉、贴、压、镶等手法，塑造出各种
栩栩如生形象的民间艺术。记者曾多次现场观看李文捏面
塑，一块块软软的彩色面块在她的手上变得特别“听话”。

李文从小就喜欢捏面人。多年来她博采众长，并通过
与地方民俗、民风的融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的面塑作
品具有不霉、不裂、不变形、不褪色，适合长时间保存的特
点。不论是老百姓喜欢的财神、老寿星，还是妙趣横生的招
财童子、怒气冲天的钟馗，都仿佛被她的手赋予了灵魂。

除了这些传统人物，李文还结合热点，创作出很多有
特色的艺术作品。她说：“面塑要有生命力，生活就是最
好的素材。”在她的工作室，面塑作品可谓是琳琅满目。

2020年 5月 29日，豫剧大师马金凤离世。为了纪念
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李文历时 12天创作出《穆桂英
挂帅》里的穆桂英形象；2022年春节，舞蹈《只此青绿》登
上了央视春晚舞台，一夜爆红。如何能把这典雅端庄的形
象留下来？李文一直在琢磨。她多次回放观看《只此青
绿》，精雕细琢人物形象，创作出了《只此青绿》面塑作品。
2022年 5月，神舟十三号成功归来，为纪念这个伟大时刻，
李文历时两个星期，创作出面塑作品《神州筑梦》。

今年 5月 18日，商丘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开馆，
市文化馆征集了李文创作的《张巡血战睢阳》《关公像》
《誓言》等 10件作品在非遗馆长期展出。李文高兴地说：
“我作为一名民间手工艺人，感觉到国家越来越重视非遗
这项文化事业，这在极大程度上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用传统艺术讴歌新时代，是一件让李文痴迷的事情，
她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面塑创作中。“做面塑的
关键是手稳，掌控力很重要……”在李文的工作室，她一边
讲一边演示面塑制作技法，一捏、一揉、一搓，用小刻刀灵巧

地在面团上点、切、刻、划……
一个精致的花瓣便活灵活现
地呈现在她手上。

面塑是珍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李文说：“作为一名
非遗传承人，我要多创作反
映时代主题的作品，让面塑
艺术赋彩美好生活。”

市级非遗面塑传承人李文

创作《鹊桥会》庆七夕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 岩

未毕业，先创业。2016年，还是商丘师范学院广播
电视编导专业大一学生的崔艺凡怀着对自身专业的满
腔热情，在校园内创立了幕唯工作室。两年后，这家工
作室正式注册为商丘市幕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在正式开办公司之前，崔艺凡尝试过在大学校园
里能接触到的各种打工项目：搬运快递、主持活动、
发传单等。多方尝试下来，他对自己和职业选择有了
更加明晰的规划：“我喜欢我的专业，想靠这个挣钱养
活自己活自己、、干一番事业干一番事业。。””

作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作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崔艺凡的创业正好崔艺凡的创业正好

赶上短视频平台崛起的风口。“2016年，我开始接触‘抖
音’的前身‘火山短视频’。可以说我是较早进军短视频
运营行业的。”崔艺凡说。近日，他被选树为 2023年商
丘市“大学生创新创业之星”。

崔艺凡的公司位于商丘市梁园区商丘师范学院大
学生创业创新中心，目前该公司有 15名员工，其中 8人
都是高校毕业生。在疫情的影响下，自 2020年起，短视
频平台带货呈现暴发态势，这也让崔艺凡在危机中看
到了机遇和希望：“虽说互联网带货变得异常火爆，但
是某些线下的实体店却变得难以生存。为什么小微企
业只能看着别人带货？因为请网红的价格太贵；自己
想从事这一行，又不知道如何下手。这时，像我们这
种初创型企业，在这种形势下就脱颖而出了。”

当然，从“象牙塔”走进社会，创业起步阶段总
是艰难，比如缺乏资金、设备等。作为在校大学生创
业团队，社会的认可度也不高，怎么“拉单子”也成
了摆在眼前的生存问题。在商丘师范学院的支持下，
他们通过层层答辩和项目路演，入选了该校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获得了学校提供的资金支持和办公
场所。毫无疑问，这是一笔“雪中送炭”的助力。在
学校老师的支持、推介下，他们也逐渐接到社会上的
一些项目。“公司成立后，我感受到经营方面的层层压
力。但在商丘师范学院和老师们的帮助下，我认识了
社会上的一些企业家，跟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接
到一些业务。”谈起母校和老师，崔艺凡感激地说。

“在创业的这几年间，公司起起落落，一起创业的
小伙伴也有来有去。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模式，有的成

功、有的失败，但是，从各种摸索中，我们吸取经验教训
并挖掘出一种新的模式——一站式全媒体运营。”崔艺
凡说。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他们边干边调
整，逐渐摸索出“一站式全媒体运营服务”，即针对商
家需求，从图片（视频）、客服、物流、售后等各方面
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整合资源和渠道，为商家解决电
商经营中遇到的所有难题，提高销售量。

经过多年经营，崔艺凡的公司目前涵盖宣传片制
作、短视频运营、平面设计、商业配音、商业广告等
多个方面，并拥有幕唯照相馆、幕唯影视、幕唯广告
等多个品牌，先后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中国建筑
第七工程局、中国区华为、美的等提供相应服务，逐
渐在巨头林立的河南影视界崭露头角。

“人是目的，有生于无。”崔艺凡非常推崇海尔的
价值观，经常用这句话激励自己和团队。在创业的道
路上，崔艺凡和他的公司也斩获多个奖项：2018年第
六届商丘青年创业者峰会商丘青年创业新锐人物，
2020年第八届商丘青年创业者峰会青年创业最具影响
力企业，2021年第九届商丘青年创业者峰会商丘优秀
大学生创业者等；他的团队创作的作品也先后荣获万
峰林国际微电影大赛一等奖、中国梦·扶贫攻坚影像
盛典二等奖、中国公益映像节优秀奖等。

商丘市“大学生创新创业之星”崔艺凡：

把热爱当成事业 深耕短视频平台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李文展示面塑作品《鹊桥会》。崔艺凡在短视频拍摄现场。

◀8 月 22 日，
梁园区曹庄一月
饼加工店内，糕
点师正在制作传
统口味月饼。中
秋临近，月饼销
售进入旺季，各
月饼生产厂家加
班 加 点 赶 制 订
单，确保节日前
市场供应。

本 报 融 媒 体
记者 邢 栋 摄

▶8 月 22 日，河
南省科技特派员、郑
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授
庞进丽与郑州旅游职
业学院教师一起赴民
权县人和镇西屯村双
飞庄园调研，就园区
产品品牌塑造、推广
路径和宣传手段等问
题与园区负责人进行
交流与探讨。图为庞
进丽 （右） 针对园区
内种植的葡萄种类及
特点提出销售建议。

朱 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