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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邢台电（记者邢云 通

讯员齐建仓）一个普通的木板，经

过平乡县油召乡东上町村村民杨

彦刚之手，变得与众不同。杨彦

刚利用金属丝，勾勒出“牡丹”“花

鸟虫鱼”等纹样，粘接在木板上，

再用彩砂进行填充，制作成精美

的手工艺品。

杨彦刚学掐丝画差不多有十

年时间了，他告诉我们，他做的叫

景泰蓝掐丝珐琅画，做掐丝画是

一个很美好的过程，流畅的线条，

加上鲜艳的彩砂，会将人物和花

鸟造型呈现的栩栩如生。

杨彦刚八岁开始就喜欢画

画，二十岁的时候接触景泰蓝掐

丝珐琅画，一下子就被它鲜艳的

颜色，优美的线条所吸引。喜欢

上掐丝画的杨彦刚从此开始了自

己的创作之路。

没有老师，他就从网上找一

些和掐丝画有关的知识进行学习

研究，并进行了摸索创新。他说，

景泰蓝掐丝珐琅画一般是在瓶

子上，瓶子只是一个载体，既然

能在瓶子上作画，在板子上应该

也能做。然后他买来板子、铜

丝、颜料，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

实验，最后终于琢磨出了规律，

把掐丝画从瓶子上搬到了普通

的木板上。

杨彦刚左腿因小儿麻痹症行

动不便，干不了重活儿和累活儿，

所以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学习

和创作掐丝画上，希望通过掐丝

画能为自己和家庭带来一份收

入。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杨彦刚，

下大力创作了一些精品，但当他

把创作出来的掐丝画想卖出去的

时候，却让杨彦刚犯了难。他说，

起初由于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东

西，不太认可，特别难推销。自己

当时想把这个当作一辈子的事业

来做，但没想到卖不出去。一年

两年还行，三年四年老是这样拖

着，真受不了。

正当杨彦刚陷入迷茫和无

助，准备为了养家糊口放弃让他

入迷的掐丝画时，邢台市社科联

驻东上町村工作队的家访，让他

又看到了新的希望。驻村工作队

前前后后来了好几趟，鼓励他不

要放弃。

经过驻村工作队的积极联

系，目前邢台几个书画院对杨彦

刚的掐丝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前不久，工作队还把国家一级作

家、邢台市文联秘书长高玉昆请

到了杨彦刚的家里，围绕他的掐

丝画如何推广出谋划策。

有了驻村工作队的帮助，现

在杨彦刚对掐丝画又有了新的希

望和更长远的打算，他计划在打开

销路以后，开办一个景泰蓝掐丝工

艺画的培训班，免费培训喜欢这门

工艺的人，让大家共同致富。

本报保定电（记 者 李 连 成

通讯员杜慧兰、孙凝）9月16日23

时45分，保定市第二医院收治一

名被拳头粗的钢管贯穿胸腹部

的重伤男子。急诊科、胸外科、

普 通 外 科 、心 脏 外 科 、泌 尿 外

科、骨科、麻醉科、输血科、手术

室等多个科室通力合作，经过

近 8 个小时的前期准备和手术，

17 日 7 时 20 分，钢管顺利从体

内取出。钢管取出后测量，直

径达 6cm、长度达 55cm。目前，

患者在重症医学科进一步接受

治疗。

男子被拳头粗钢管穿体奇迹生还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孟令伟、

朱国树 记者韩泽祥）山东省庆

云县的刘某乘坐长途客车路经盐

山县城时突发脑血栓，幸亏遇到

正在执勤的盐山两名好交警，驾

驶警车飞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抢

救。

9月20日，一辆长途客车途经

205国道盐山城区路段时，客车上

一位老年人突然旧病复发，惊慌

失措的客车司机向正在路面执勤

的交警常伟、吴猛求助。两人快

步登上客车，发现老人倒在客车

座位上已神志不清、呼吸困难。

由于大客车行动不灵便，两名交

警果断和客车司机一起将老人抬

到警车上。此时，警车变成了救

命的救护车，警灯闪烁、警笛声

声，10 分钟便赶到了附近的医

院。随后，两名交警背起老人，直

奔急救室。

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半个

小时后，老人慢慢苏醒了过来。

经了解，老人姓刘，是山东省庆云

县人，当天乘坐长途车去天津的

女儿家，不料途中脑血栓复发。

两名交警又及时联系上了刘某的

家人。一个小时后，刘某的家人

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对两名交警

的及时救助表示深深的谢意，并

掏出现金表达感激之情，被两人

婉言拒绝。

长途客车上老人突发脑血栓

助力慈善由善起
无私奉献因爱生

初中毕业那年，于向华的母亲去

世了。母亲的突然离世，让于向华及

家人心理上都受到很大冲击。为了

减轻家庭负担，成绩优异的于向华放

弃了学业早早步入社会打拼。

“踏入社会后什么苦活累活都干

过，卖粮油、跟货车、卖早点等等，只

要能挣钱贴补家用，没有喊过一句

苦累。”回忆当年打拼的情景，40岁的

于向华记忆犹新。但无论如何打拼，

母爱的缺失都成为于向华心中无法

抚平的伤痛，孤独感、无助感每每在

遇到困难时就涌上心头。“幸运的是

我遇见了很多好心人，辍学后几位老

师都劝我复学，至今我还对老师们心

存感激。”于向华说。

虽然过早失却母爱，但家人的

呵护，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都给

了于向华温暖。他发誓，只要经济

条 件 允 许 ，一 定 回 报 社 会 。 2013

年，于向华加入了献县阳光爱心

社，从那以后，几乎每次公益行动

都少不了他。

创办协会意念起
发动人员形初具

真正有了帮扶救助留守儿童的

念头，是在去年第一次公益活动上。

去年在团县委组织的一次帮扶的活

动中，有一个叫李元昊（化名）的孩

子给于向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元昊是小平王乡元昌楼村人，父

母因故离家出走后杳无音信，爷爷

肝癌去世，现和奶奶相依为命。帮

扶活动中有一项叫“圆梦小小心

愿”，李元昊的心愿是给奶奶买一

件像样的衣服。“孩子在这样的境

遇中非常懂事，依然热爱生活，孝

敬老人，让我既同情又欣慰。”于向

华说。

于向华决定成立一个致力于关

心留守儿童的爱心服务组织。在于

向华和朋友们的奔波组织下，献县

留守儿童爱心服务协会于今年 4 月

10 日正式成立。经过几个月“滚雪

球”式的发展，目前正式会员 98 人，

志愿者 200 多人，并有完善的组织

机构。

志愿帮扶点对点
关爱留守一帮一

留守儿童爱心协会本着“全心全

意、真诚奉献”的宗旨，开展了一系列

的爱心公益活动。两个月时间，经过

于向华和协会会员们的走访，确定了

70名留守儿童。在今年儿童节到来

之际，他们决定给孩子们搞一个特殊

的庆祝活动：“献县一日游——心手

相牵，快乐成长”。

协会会员们出资雇车，带着 24

名留守儿童参观了献县单桥和马本

斋纪念馆，于向华亲自当起了解说

员，为孩子们介绍家乡的风景名胜、

述说了家乡近几年的变化，使孩子们

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也丰富了课外知

识，让孩子们身心愉快地度过了一个

有意义的儿童节。

于向华欣慰地说，自己搞公益不

孤单，很多人愿意参与进来。“像王维

亚、贾路娜、田爱霞、张丽等，这些人

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留守儿童，我

们不图名利，只想为留守孩子做点

事。”于向华说。

公益活动不止步
寸草善心向阳开

协会骨干贾路娜说，于向华关注

留守儿童做的不是“虚功”，而是实实

在在的好事。为让协会有个办公场

所，他把自己开办的“亿加红酒汇”二

楼腾出来，自掏腰包买来桌椅，成立

了“留守儿童之家”。

协会成员张丽说：“于向华还联

系图书馆提供1000余册图书与刊物

供孩子们阅读，让孩子们能够学习更

多课外知识。”自留守儿童爱心服务

协会成立以来，于向华同会员们共组

织爱心活动 10 余次，捐赠捐助善款

20000 余元，捐助儿童图书 2000 余

册，为 60 多名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

送去了温暖，获得了“献县希望工程

特别奖”等多项荣誉称号，于向华所

经营的门店也被县文明办评为“爱心

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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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协会里的会员佩服他，因为他拿出自己的门店供协会免费使用；商业

同行赞赏他，因为他诚信经商童叟无欺；留守儿童们喜欢他，因为他给了孩

子们爱的温馨和家的温暖。他，就是献县乐寿镇油坊村的于向华。

本报驻沧州记者 代晴 通讯员 左书忠 张晨

平乡残疾青年杨彦刚
创新“掐丝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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