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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记者来到后街村，天气闷热，徐奶奶

二儿子家开着空调，老人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作

画。徐奶奶二儿子唐有增今年61岁，他告诉记者,

徐奶奶1921年出生，娘家就在本村。老人辛苦一

辈子，下地干农活儿、回家做饭，养大了三儿一女，

又带大了六个孙子、孙女。老人的大儿子、大儿媳

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教授，曾经支边多年。87岁那

年老人去石家庄，儿子儿媳上班，孙女上学，她自

己在家里闷得慌，又不习惯下楼去找人聊天，就想

起画画了。她找来几本连环画，比照着一张张画

了起来。“我妈小时候生活艰苦，没有念过书，不认

字。她年轻时自学了剪纸，曾经给人家剪花、剪喜

字。”

老人作画一发不可收拾。儿子们给她买了大

张复印纸、油画棒，老人用碳素笔画出轮廓，再用

油画棒一点点上色。老人主要照着连环画画，还

临摹一些戏曲人物。这些年来，老人主要临摹了

《济公断奇案》《巧断纯金扇》《千里寻弟》三套连环

画，每套一两百张，每套画了好几本，装订好，送给

自己的晚辈们留作纪念。这些年来，老人每天早

晨起来就画画，画累了就出去走走，回来接着画，

每天得有数个小时在画画中度过。

唐有增告诉记者：老母亲脾气很好，从来不打

骂孩子，没跟邻里吵过架，老伴去世四十多年了，

她把画画当成老年的生活寄托。老人的身体非常

好，只是听力不太好，她的饮食很有规律，从不暴

饮暴食，近些年来不吃晚饭，只喝些水、吃点儿水

果，“不饿得慌，吃了胃里难受”。画画的同时，老

人开始学认字，写的字工工整整，画的题目、释文

都自己写。老人的记忆力非常好，胡同里邻里的

生日记得非常清楚，还经常给后辈说起早年间经

历的剪辫子、女子放脚。老人所带的两个孙女，一

个考取了北京师大美术系的研究生，一个考取了

北京大学哲学专业。唐有增认为，老人把画册留

给子孙，其实是一种文化熏陶，老人有意无意地在

塑造着家史，在延续一个农村家庭的文化史。

记者采访时，老人并没有受到打搅，一笔笔画

她自己的。她下地拄着拐杖上厕所，只是背有些

驼。记者问她：“您认为自己是画家吗？”她笑道：

“俺怎么是画家呢？俺只是消磨时光，就是画着玩

儿呢。”

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武 通讯

员院红）“多亏你们的救助，使我妈妈

可以继续治疗，我也能走进大学校

门。”8月7日，李莎莎母女收到邢台经

济开发区社会事务局民政科工作人员

送来的救助资金7440元后激动万分。

李莎莎是邢台经济开发区留村镇

留西村人，4岁开始学着照顾患有小儿麻

痹症瘫痪在床的妈妈。14岁时，爸爸意

外去世，她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勤工俭

学。今年5月26日，邢台市平安手外科

医院免费为她母亲做了腿部矫正手术。

本报采写的《带着瘫痪妈妈去上

学》（5月21日报道），在社会上曾引起

强烈反响：“中国好人”郝志国带着他

的春雨爱心公益团，为李莎莎送去

3000元爱心款和慰问品；平安手外科

医院免费为她母亲做了两次手术；留

村镇、留西村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邢

台开发区社会事务局民政科为其申请

最高额度的临时救助资金7440元。

今年全国第28个助残日前夕，该

区社会事务局民政科邀请了平安手外

科医院就李莎莎及其母亲的情况做了

专题报告。随后，医院又把李莎莎的

母亲李利斋接到医院做全面检查。为

了让莎莎安心上学，医院还请了一个

护工专门照顾李利斋。目前，李莎莎

母亲正在做康复训练，能站立 10—20

分钟，医生说效果好的话，通过康复训

练，不久就可以拄着拐杖行走了。

目前，李莎莎已经被石家庄一所

大学录取。“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学习

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护理更多像

妈妈一样的患者，报答好心人。”李莎

莎说。李利斋告诉记者，在床上躺了

40多年第一次能站起来，让她看到了

希望，等将来有能力了，她也会将这份

爱心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带着瘫痪妈妈去上学》后续

当地民政部门为李莎莎母女送来慰问金

本报讯（记者刘涛 实习生杜健楠）8 月 8 日下

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正式启动百公里安全驾驶

马拉松竞赛，据悉，该活动通过平安好车主APP上传

自己的驾驶记录，对驾驶的安全性、稳定性进行打分

评价，获得一份专属安全建议书，评价得分高的驾驶

人还有机会获得保险补贴,免费代驾等汽车服务奖

励。

据省交管局介绍，今年上半年，因急加速、急减

速、急转弯、开车打手机等不安全驾驶引发的交通事

故占全省交通事故总量的30%以上，成了引发交通事

故的第一原因。而驾驶人普遍对不安全驾驶行为的

危险性认识不够，发生频率高，引发了大量交通事

故，加剧了道路拥堵。在今后的交通秩序整治工程

中，公安交管部门将在继续严查严处酒驾、超速、超

员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将通过社会引导、

媒体宣传、违法曝光、奖惩结合等方式，多措并举遏

制不安全驾驶行为的高发、多发现象。为此，8月8

日起，百公里安全驾驶马拉松竞赛正式启动，全省私

家车主都可下载平安好车主APP报名参加。驾驶人

开车前开启“平安好车主 APP”，APP 将自动记录车

辆行驶中的安全性、稳定性，开车结束后上传数据，

“平安好车主APP”将进行打分和评价，如果出现急

加速、急减速、急刹车、开车打手机等不安全驾驶行

为，将降低评价分数，并指出其中的安全风险，给予

车主一份专属化、个性化的规范驾驶建议。省交管

局也将通过驾驶评判数据进一步研究分析不安全驾

驶行为发生的规律，结合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数据定

期发布更加翔实、有针对性的安全预警。

全省百公里安全驾驶
马拉松竞赛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刘涛 实习生杜健楠）8月8日，由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

办的“我们的节日——2018中国内丘七夕民俗展演

暨七夕文化论坛”新闻发布会在省会石家庄举行。

据悉，展演将于 8 月 16 日至 8 月 18 日在内丘县举

行。届时，来自省内外23所高等院校和29个社科单

位与团体的63位专家学者将齐聚内丘，观看原汁原

味原生态的七夕民俗，并针对实地观摩情况展开学

术研讨，共赏七夕文化“盛典”。

七夕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内丘县的“七

夕”文化源远流长、独具特色。该县传承上千年的

七夕节民俗事象极其丰富，保存完好，民间气息浓

厚，原汁原味。

2018中国内丘七夕民俗展演
本月举行

本报沧州电（记者代晴）8 月 8 日

17时40分左右，一位老人回家途中突

感不适，在路边呕吐倒地不起。正值

下班高峰，众多好心人参与救援，有的

拨打110，有的拨打120，有的拿出救心

丸。十几分钟后，120 急救车赶到现

场，大家齐心把老人抬到车上。

8 日 17 时 50 分，记者赶到事发现

场，位于沧州市解放桥西侧的便道

上。此时，现场已围聚不少市民，一位

年轻女孩正在与老人交流。记者看

到，一位大约70多岁的老人躺在马路

上，旁边停着他的自行车，路面上有一

些呕吐物。据围观群众说，老人骑车

至此应该是感觉不太舒服，便停下来

坐在路边，没想到吐了一口之后就躺

在了地上。

许多好心人围聚过来，有的拨打

了110报警电话，还有两位好心的女士

拿出速效救心丸，但因为老人无法说

话，大家不清楚他的病情不敢贸然用

药。本报曾多次报道的见义勇为英雄

刘树信正好路过，他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并走到老人身边查看其

身上是否有手机。渐渐地，老人睁开

了眼睛，似乎恢复了意识，他说自己姓

马，家住新开路，身上没有带手机。刘

树信和那位年轻女孩又询问他家里的

电话号码，老人起初说了一个座机号

但拨打之后是个空号，随后他才完整

说出一个家人的手机号码。恰巧，有

位老人的邻居路过此处，他通知了老

人家属。由于正值下班高峰，刘树信和

其他几位市民又开始义务疏导起了交通。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120急救车也

赶到了现场，医生询问哪里不适，老人

指了指心脏的位置。现场热心市民合

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

救治。

送完老人，刘树信又将老人留在

现场的自行车抬到自己的电三轮上，

他说要亲自将车给老人送回去。

徐焕僧老人的画作徐焕僧老人的画作

专心画画的徐焕僧老人专心画画的徐焕僧老人

好心人拨打倒地老人家属电话好心人拨打倒地老人家属电话

98岁老奶奶痴迷连环画
从87岁开始，已作画2000余张

在大城县大尚屯镇后街村一户普通民宅里，98岁的徐焕僧老奶奶坐在

床上，俯在面前的小板上，一点一点为一幅连环画作品上着色。从87岁开

始，从小没念过书的徐奶奶开始对着连环画临摹，至今已经作画逾2000张。

本报驻廊坊记者 庞永力

资 讯老人街头呕吐倒地不起
众多好心人施援手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