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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刘宝煊老人记录下来的姓氏有8000多

个，但在电脑上只能打出7400多个，还有800来字

打不出来，因为电脑字库里没有。老人希望能求助

有关部门，把这些生僻字打出来，也希望文化部门

能帮助审核一下，看看自己编的这些打油诗在寓意

上能否经得住推敲。

刘玉煊老人教了一辈子的书。“老了闲着就开始琢

磨着编小诗，每提出一个字都要展开想象，每编出一首

小诗也格外高兴，最后就编成了《姓林》。”老人说。

问起老人的创作感想时，他笑呵呵地说：“爱好

是最好的朋友，执着是成功的基石，人活到老就要学

到老，时刻用知识充实自己的大脑。编纂《姓林》算

不上有啥成就，但编纂的过程很快乐，也很有意义。”

本报驻保定记者 李连成

11月8日，保定维多利亚夏郡小区

业主王丫丫（化名）向本报反映称，因为

开发商欠两年供暖空置费，她家的今冬

采暖费一直无法缴纳，询问多次都没有

结果。马上要供暖了，如果还不能缴

费，届时家中老人孩子将要挨冻。该小

区开发商相关负责人称，该公司已经与

供热单位协商，先让业主完成今冬采暖

缴费，保证今冬供暖。欠费一事由该公

司和供热单位后续解决。随后业主向

记者反馈，已收到通知能够缴费。

反映：开发商欠费
导致业主采暖费没法交

11月8日，王丫丫向记者展示了银行

的供热缴费平台系统，系统中显示除

了 2017 年度应缴热费 3000 多元外，

2013年度和2014年度分别缴纳近700

元热费。

王丫丫告诉记者，他们2015年买

的房，不知为啥突然出现了 2013 和

2014年度的供热费。而且，当初是从

开发商手中买的一手房，2015年度和

2016年度缴纳热费时，没有出现过这

些问题。此后，她无论用网络支付还

是到供热公司营业厅，都无法顺利缴

纳今冬采暖费。

王丫丫说，她从供热公司营业厅工

作人员口中得知，2013年度和2014年度

应缴费用为供暖空置费，应该由开发商

缴纳。他们遇到同样问题的业主，向开

发商反映了好几次，都说集体解决，但一

直没有得到回复，也无法完成缴费。

“马上就到供暖期了，如果还解决不

了，家中老人孩子就得挨冻。”王丫丫说。

开发商：已协商好
业主可到营业厅缴费

随后，记者采访了保定维多利亚

夏郡小区开发商。保定市金翰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称，他们

收到业主反映的问题后，和供热公司

进行了协商。现已协商好，让该小区

业主先完成缴费，保证今冬供暖，欠费

事宜由他们后续解决。

当日下午，王丫丫向记者反馈称，

她已经得到通知，可到供热公司营业

厅完成今冬供热缴费。她是否能顺利

完成缴费，本报将继续关注。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马永泽 记者韩泽

祥）干净整洁的阅览室、琳琅满目的书刊、络

绎不绝的读者……这一幕发生在沧州市付

赵边防派出所的“致富书屋”内。

该所地处海兴县，下辖7个自然村，辖

区人口逾万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许多

村民生产种植还依靠着老办法、老经验，效

果差强人意。“我们就想创建一个书屋，帮助

老百姓喜欢上阅读，把阅读当成习惯，在提

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同时增强他们生产作业

的科学性，通过阅读让百姓发家致富。”付赵

边防派出所所长张志强说。为此，从 2015

年起，派出所开始着手建设“致富书屋”，他

们将阅览室重新装修一新，购置了阅读桌椅

10套、多媒体设备2套，集中添购了一批图

书，其中既有种植、畜牧、法律等实用书籍，

更有文学、艺术、历史等文化书籍，各类书籍

达到623本。

“说实话，因为长期以来就没有阅读的

习惯，一开始来借书的人很少。有的时候一

个月只能借出去一两本。”派出所民警王磊

说，但是后来，大家发现常来借书的人，地里

的蔬菜比别家种得好，家畜也喂得更肥壮。

渐渐地，来看书的人越来越多。

派出所在向辖区居民免费开放图书室

的同时，还邀请种植模范户、专家等组织“每

月读书交流会”“种植模范座谈会”“农科大

讲堂”等配套活动。丰富的内容、活跃的氛

围、切实的实惠，让阅读的魅力迅速传播到

了附近村庄。

派出所所长张志强说，经过两年的运行

推广，“致富书屋”如今已经远近闻名，月均

借阅数量从一开始的2人次3本变成现在的

58人次69本。通过阅读，科学化种植深入

人心，村里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居民收

入稳步增长。更为可喜的是，通过阅读，农

闲时的酒桌变成了书桌，划拳声变成了读书

声。“村民腰包鼓了，思想实了，风气也变了，

非常感谢咱边防派出所！”付庄子村支部书

记付长忠笑着说。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左添伟、周飞 记

者代晴）11月1日上午，沧州市公安局巡警

三大队办公室内，市民刘女士将一面印有

“心中为人民、巡警显神威”的锦旗交到民警

手中，感谢民警将其电动车找回。

10月29日12时30分，巡警三大队303

车组接到报警，颐和装饰城有人电动车被

盗。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报警

人刘女士称将电动车放在颐和装饰城院内

一个入口处，办完事后回来发现车不见了，

心里很着急，希望民警帮助寻找。考虑到丢

失时间不久，民警来到监控室，通过值班人

员帮助调取视频资料。

通过询问报警人电动车停放位置和行

驶路线，民警在电脑上一遍一遍筛选，却发

现刘女士并没有按其所说的路线行驶，而是

拐弯到了另一个装饰城入口处附近。于是，

民警提醒刘女士是否记错位置，这时刘女士

才恍然大悟，想起今天没有在之前习惯的地

方停放，而是停到了另一个地方。

民警和刘女士一同来到另一个入口处

查看，发现电动车确实停放在那里，刘女士

一颗揪着的心才落了地。刘女士将锦旗送

至办公室，感谢民警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对其

耐心帮助，最终找到了电动车。

资 讯
90岁老人
用姓氏编四言诗
用近8000个单字姓编出378首小诗

黄骅市官庄乡官庄村有一位90岁的老人刘玉煊，眼不花，耳不聋，记忆力好，思维敏捷。老人74岁上网练五笔打字，20

天学成；84岁开始编村志，4年编成十几万字的《官庄村志》，这些还不足以称奇。最令人震撼的是，老人从小喜欢研究古文

诗书和姓氏，谈古论今出口成章，居然还用积累的近8000个单字姓编出了378首打油诗。

“勤俭二字，传家密宝；摒弃

不用，贫困乞讨。”“丧事喜办，礼

花漫天；观众细语，多角评判。”

“人恩于我，不可忘记；我恩于

人，不能挂齿。”刘玉煊老人编写

的姓氏诗歌，不仅合辙押韵，意

境优美，而且寓意深刻，启发后

人。这些打油诗全是四言小诗，

题材广泛，各具内涵，有对伟大

祖国山川壮美的赞叹，有对古今

中外先贤的缅怀思念，有对为国

为民捐躯的英烈们的无限伤感，

有对后生寄予的美好希望，还有

描述历史事件、为人处世、勉励

后人的。

刘玉煊老人的这些打油诗

用五年时间编写而成，分为七个

篇章，分别是耕读篇、疆域篇、政

治篇、劝善篇、人事篇、其他篇和

无韵篇，而且每个篇章都有目

录，目录都是用四字词语概括。

兴修水利、庶子勤学、农业丰登、

攒钱教子……这些就是耕读篇

中的目录题目。

平日里有许多人沉迷搓麻

将，刘玉煊有感而发，编了一首小

诗：“麻将博具，令人神伤；戳民锐

志，利于刀枪。”老人说，把姓氏编

成既押韵又有寓意的诗是最难

的，也正因如此，他创作的热情愈

发强烈。老人说：“有时接触一些

外地人，有姓‘绳’‘谈’‘覃（tan、

qin多音字姓，两个不同宗的氏族

一族读tan音，一族读qin音）’的，

一听我便觉得眼前一亮，总是一

个不落地记下来。”

刘玉煊和姓氏结缘是从 9

岁开始的。当时上学学《百家

姓》，他就能把《百家姓》流利地

背下来；后来参加了工作，对姓

氏的爱好一度搁浅。直到家里

有了电视后，他对姓氏的钻研热

情再度重燃，每当电视剧结束

时，演职员表总是滚动着许多人

名，刘玉煊就把小时候背的《百

家姓》里没有的姓氏用笔记下，

再查《辞源》等书籍寻找答案。

他经常翻看《康熙字典》《四角号

码词典》《辞源》《辞海》等工具

书，同时还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

国篆刻艺术院副研究员冯宝麟

处借来《贵姓何来》等书翻阅、记

录、研究。为了积累更多姓氏方

面的知识，2001年，刘玉煊老人

还买来电脑，学会了五笔打字和

上网，在网上查询《中华古今姓

氏大词典》。

“根据电脑上的资料显示，

我国人民的姓氏（包括三字、四

字姓）近 24000 个，尤其是少数

民族的姓氏特别多。怎么让这

些姓氏变得熟悉又好记，退休后

我便开始琢磨，把姓氏编成了小

诗，不仅容易记住，还特别有意

思。”刘玉煊老人笑着说，“每次

把姓氏编成一首小诗，我都特别

高兴，结果越编越有劲儿，5 年

编了378首。”

通讯员 周如凤 本报驻沧州记者 代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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