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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树增

“小燕子又长个儿了。”3月23日(周日)中
午，寿光市洛城街道黄家村，看到随爸爸去
地里干活回来的王春燕时，韩传光抚摸着她
的头说。

韩传光第一次见到春燕时，她上小学五
年级，个头比同学矮一截，特别瘦，衣服也
不合身。春燕说，衣服是借同学的。

韩传光是寿光市城管执法局规划执法中
队队长。2012年3月，他在洛城中队工作，到
屯田小学走访时，得知品学兼优的春燕面临
辍学。原来，春燕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60多
岁的父亲伺候庄稼，打点零工，家里一贫如
洗。

“房子还是上世纪8 0年代村里帮着建
的。”黄家村村主任黄春海说。

“那么好的孩子，不能不上学啊。”韩
传光当即给春燕父亲500元钱，并承诺资助至
高中毕业。如今，春燕已经是洛城一中初一

学生。
王春燕是韩传光资助的4个困难孩子中的

一个。韩传光当过多年兵，曾落下伤残。用每
年的伤残补贴1万元左右，韩传光资助了4个孩
子的生活费、学杂费、文具费、衣服等。

今年大年初二，接到春燕的拜年电话，韩

传光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
“他是个热心肠，总是默默地做好事。”

寿光市城管执法局局长李勇说，有人遇到困
难，他总是帮一把。

2010年5月14日下午，寿光中央花园小区
附近，一名2岁女童被摩托车撞飞，司机逃
逸，情况紧急。孩子的父亲武先生站在马路中
央，想拦车送孩子去医院，但没有停车的。

正在巡查的韩传光看到后，立即让司机调
头。“现在‘碰瓷’的人很多，得当心。”同
事提醒。“先救人，出了问题我承担。”韩传
光说。

孩子送到医院后，其父母没带钱，韩传光
和队员又凑钱交了住院费，女童得到及时救
治。

“他救了孩子的命，是我们的恩人。”至
今，说起这事，武先生依然感动。

一次巡逻至金海路与文圣街路交叉口，看
到一对夫妇抱着孩子从小区猛地窜出来。咋回
事？“我们在工地干活，孩子自己玩，手卡出
血了。”“来，赶紧上车。”问明情况，韩传
光带着他们去了医院。看到诊断没大事，留下
200元钱，韩传光就走了。

在同事张砚强印象中，韩传光总是替别人
考虑，看小商小贩有困难，主动帮着解决。

在洛城巡逻时，韩传光看到60多岁的老陈
在路边摆摊。了解到老陈不愿拖累孩子，想摆
个小摊挣点养老钱。“路边占道经营不允许，
我帮你联系个点吧。”两天后，老陈在洛城新
建的市场里有了摊位。

“老人不知道咋弄，他帮着去联系好。”
张砚强说。

古城街道有位残疾人做手机贴膜，一直没
有固定摊位，韩传光帮着解决了。

“别人的大事小事，韩传光都记在心
上。”张砚强说，一次闲聊时，谈起自己媳妇
想找工作。不到一周时间，韩传光帮着联系好
一家超市的销售工作。

韩传光做好事，带动了一批人。杨春燕女
士联系到韩传光，带着小春燕去洗澡，一起帮
助小春燕。一家生态庄园的老板，带着衣服、
拿着钱去看望燕子。同事们也纷纷捐款。

“我个人的力量微薄，需要更多人献出爱
心，持续接力，才能让这些贫困家庭走出困
境。”韩传光说，他人有难处，咱得搭把手。

2013年，韩传光被评为“寿光好人”。

他人有难处，咱得搭把手
——— 记“寿光好人”韩传光

□ 本 报 记 者 吴庆辉
本报通讯员 李建忠

走进寿光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杨国春的书房
时，书桌上一幅正在创作的山水画跃入眼帘。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只有胸中有山
水，崇敬大自然，热爱创作，才能捕捉到山水
中的意趣，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杨国春
说。

在老伴儿李翠兰看来，杨国春就是个“画
痴”。“头发熬白了，眼睛熬坏了，身体熬垮
了，图个啥？”李翠兰抱怨说。“就是喜欢
嘛！”杨国春回答。

在寿光美协的老伙计们看来，杨国春倔强
得不像这个年龄的人。“书画创作一般到了50
岁，很多人就开始固步自封了，杨国春可
不。”寿光本地画家李德祥说。

去年，56岁的杨国春报名参加了北京凤凰
岭山水画课题班学习，并进入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全国理论研究与书画创作培训基地专项研修
班担任助教。

“年龄一过五十，创作便进入了瓶颈期，
也迎来了新的成长机遇。在创作过程中，我越来
越感受到自己需要进步、需要阅历、需要修为、
需要学习。就像小时候刚开始注意周围的事物
一样，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更需要以成熟的

心态重新审视身边的人和事。”杨国春说。
“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被学校里的黑板报

吸引，一驻足就是半个小时。”在杨国春的记
忆中，对美术的兴趣源于生活中的角角落落，
“吃饭的时候，读书的时候，闲逛的时候，我
无时无刻不在观察。门前的柳树、村头的池
塘、田野里的茅草都有它们各自的美感。我喜
欢大自然，它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为了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杨国春经常外出
写生。1997年，杨国春到安徽省歙县渔梁坝写
生。渔梁坝下有激流，上有高山，近有桥坝，
远有河谷。沉醉于美景中的杨国春为了更清楚
地掌握画面的构图关系，从水路一直向对岸山
上爬去，后来竟然找不到回去的路。

“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但是，不至
险境，安得美景。”杨国春说。

在北京研修期间，杨国春和同学们一起去
北京房山十三渡景区写生。傍晚时，天气降
温，很多同学开始返程，正在创作中的杨国春
为了观察傍晚时分山岭在光线中的变化，不顾
寒冷，执意不走。

“第二天山里下起了大雪，我拿起登山杖
便上了山。”杨国春说，“夕阳下的房山、风
雪中的房山表情是不一样的，我期望看到大自
然最真实、最生动的样子。”

在山水画中痴迷的杨国春，毫不吝啬地把

自己的技艺奉献到了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
博览会上。

1999年，杨国春从寿光市博物馆借调至菜
博会办公室，历任组委会办公室设计部部长、
顾问至今。

“菜博会需要创新，展出的景点需要既有
艺术价值又有观赏价值。这对我来说，是一次
挑战。”杨国春说，“菜博会代表寿光，作为
文化工作者，能参与其中，首先是幸运，其次
是责任。”

“在菜博会组委会工作期间，杨国春以
‘大美术’的眼光，贴近中华农耕文化的脉
络，挖掘地域源远流长的蔬菜文化，探索造型
艺术与农业观光旅游相结合的新路子，带领设
计团队，创作了一批蔬菜文化艺术景观。”菜
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宣传部部长李可一说。

“不论书画创作，还是菜博会的景观设
计，都离不开生活的积累。”杨国春说，“正
是基于对土地的感情，对生活的热爱，我不断
激励自己，要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出来。”

“画痴”杨国春：不至险境，安得美景

□ 本 报 记 者 吴庆辉
本报通讯员 徐金凤

“忙完农活，到广场上唱一唱，跳一跳，
一身的疲惫就没了。”寿光市营里镇央子村48
岁的村民杨红花说，“生活比以前丰富多
了。”

杨红花是村里的文艺活动带头人，也是村
里舞蹈队最初的成立者之一。

2006年，在村妇女主任张同云的组织带动
下，央子村秧歌队成立了。“当时只有四五个
人，我们什么都不会，就买了光盘跟着电视里
学。”张同云回忆说，“没有服装、没有舞
台、没有音响、没有乐队，观众倒是很多，但
是秧歌队里却没有几个人。”杨红花就是在这

个时候被张同云说服，参加了秧歌队的。
“刚参加秧歌队那段时间，我一吃过晚饭

就到文化大院旁边的广场上去排练。”杨红花
说，“不过，没几天，我爱人不高兴了。”

“那会儿就觉得她们瞎胡闹，庄稼人不好
好种地，跳什么舞？跳又跳不好，让别人笑
话。”杨红花的爱人张效华告诉记者。

为了得到家人的支持，杨红花开始给爱人
做工作，并鼓励他也到秧歌队参加活动。张效
华拗不过，跟着爱人参加了一次排练。让张效
华没想到的是，这一去，竟然把自己也“拉”
了进去。张效华被秧歌队成员的热情和勤奋感
染，成了秧歌队的“义务管理员”，还主动学
会了拉二胡。

2006年冬，村委会出资700多元，为秧歌

队配备了一套音响。“音响动静大，有吸引力，参
加秧歌队的人越来越多了。”张同云说。

很快，演出服装也发了下来，五颜六色的
演出服像一张名片，吸引了大批村民的注意。

秧歌队成员增加后，越来越多的人提出，
不能只跳秧歌。“秧歌队改成舞蹈队，名字好
改，可是除了秧歌，别的我们都不会，不会还
没人教，只能自己学。”杨红花说。

杨红花找人从网上下载扇子舞、广场舞、
交谊舞等舞种的教学视频，在文化大院组织舞
蹈队成员观看学习。“慢慢地，虽然我们动作
不标准，还经常出错，但已经像模像样了。就
这样，我们排练的节目越来越丰富了。”杨红
花说。

2007年，央子村第一次举办春节文艺大汇

演。“舞蹈队出舞蹈节目，现成的，但也不能
只有舞蹈啊。”张同云犯了愁，“我开始在村
里找能演能唱的人，不找总觉得没有，一打
听，村里的文艺骨干还真不少。”

在张同云的鼓励下，王兴金报了歌曲《走
天涯》，郑秀荣演唱了京剧《贵妃醉酒》，张
泮红唱了黄梅戏《牛郎织女》，杨美玉和王寿
娥排演了寿光小调《逛新城》。

“那一年的活动办得特别成功，村里空前
热闹，凝聚了人气，加深了感情，为以后村里
的文化活动开了个好头。”央子村党支部书记
宋佐良说。

舞蹈队舞蹈种类增多了，文艺队伍数目增
加了，为了合理安排排练和演出时间，张同云
制定了文艺活动举办章程，贴在排练大厅里。
哪个演出队哪天排练、哪天演出，一目了然。
活动多了，演出质量自然提升。央子村文艺队
不单在本村自娱自乐，还到镇上、市里参加比
赛，并屡屡获奖。

2013年，央子村被评为寿光文化建设先进
村。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袁京勇

3月17日，记者来到寿光市稻田镇崔岭东村
时，李素娟和丈夫崔少升正在自家的鸽子养殖场里
忙活。

“养殖场是用温室大棚改的，冬天鸽子不受
冻，喂水喂料也方便。”李素娟说，“我丈夫身体
不方便，平日的活儿，我能多干就多干点。”

李素娟今年44岁，年轻时在家照料孩子，打理
着一间小卖部，日子过得平淡而温馨。1997年，丈
夫崔少升下地收麦子时，不慎被收割机折断了右
臂。悲伤过后，李素娟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那时，
孩子才一岁半。

“那会儿俺对象见不得热闹场面。一看到他的
样子，我就难过。”李素娟说，“但坎儿总得过。
我下了决心，要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一起把日子往
好了过。”

失去一条手臂后，崔少升一时难以接受，心情
很差。李素娟每天耐心给丈夫洗脸、洗脚、剪指
甲、洗衣服，一口口地喂饭。在妻子的鼓励和照顾
下，崔少升走出了阴影。

“1997年到现在，素娟照顾我17年了。人生的
酸甜苦辣，她自己咽下去 3种，给我的就剩甜
了。”崔少升说，“多亏了她，不然家早就塌
了。”

身体恢复后，崔少升想去邻村做电工。“一只
手骑摩托车，又赶上下雪，刚走到村后头就摔了3
个跟头。素娟就再也不让我去了。”

崔少升年轻时养过鸽子。“不是什么重活，有
我帮着一起干，丈夫就能重新恢复自信。”李素娟
说，刚好家里有几间空房，两人一合计，决定办一
个养鸽场。

“开始养了200对，偏房、屋顶上满满的。新
屋都弄脏了，鸽子价格也上不去，销路不好。”李
素娟说，“但俺对象还是觉得养鸽子有市场，就坚
持了下来。”

摸索几年后，李素娟发现，平房冬天冷，鸽子
的成活率低，品质不能保证。脑筋一转，两人把鸽
子笼搬到了温室大棚里。经过实验，鸽子成活率和
品质高了，经济效益更是直线上升。

“看来温室大棚不光能种菜，还能养鸽子，这
个办法好。”李素娟和丈夫总结自己的创业路，
“鸽子成对生活，自由搭伙‘谈恋爱’。行情好的
时候，一对肉食鸽能卖到20元，一个鸽子蛋能卖到
4元。”

有了规模后，两人开始打品牌。李素娟的养殖
场培育出来的种鸽，一对可以卖到70元，是市场最
高价。

“鸽子孵出十几天的时候，在腿上戴上‘小指
环’，每个编号不同，是鸽子的‘身份证’。如果
卖出去的鸽子有问题，客户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
们。”李素娟说，“跟客户打交道，我们不做‘一
锤子买卖’。先做人，再做生意。”

李素娟的养殖场赚了钱，邻里乡亲都来“取
经”。对于养殖秘诀，李素娟从来都是知无不言。
在李素娟的带动下，崔岭东村有几十户村民也养起
了鸽子。

“我认识老崔和嫂子十几年了，嫂子没少受
累。不光忙自家的活，邻居有谁生个病，她马上熬
一锅鸽子汤送去。”邻居李金泉说，“她有时照顾
大哥忙不过来，我们就来养殖场帮忙干点。”

李素娟说，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当初困难的
时候，大家没少帮忙，现在俺们挣了钱，也不能忘
本。”

李素娟：一起把日子

往好了过

央子村：舞出新生活

□张德华 袁京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21日，“道德之星·照耀心

灵——— 寿光好人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潍坊科技学
院。“寿光好人”代表冯艳萍、王建立、孙彦芹、
杨丙光、孙爱霞等进行了现场讲演。身边人、身边
事，让“信仰、使命、梦想、奉献”这些字眼，在
现场变得立体、丰满。

“初为人母，照顾未足月的幼儿我没有经验，
手忙脚乱，常常是刚照顾完女儿，又帮婆婆替换尿
布，婆婆也只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月子期间婆
婆和女儿的尿布都是我洗的。既然选择了这个家
庭，就要担起应担的责任。26年，回想起我所走过
的路，我所做的事，我问心无愧……”营里镇西道
口村孝儿媳孙彦芹讲述了多年照顾瘫痪在床婆婆的
事迹。潍坊科技学院园艺专业学生魏建坤说：“我
们都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听
了好人们的报告，我在想，如果是自己，能做到这
样吗？今后我要向好人们看齐。”

今年，寿光市选取了20位道德模范和好人，组
成“好人先进事迹报告团”和好人“文依静”志愿
服务队，采取流动“道德讲堂”的模式，深入镇
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开展活动，通过“身
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人教身边
人”的方式，宣传好人的感人事迹和高尚情操，弘
扬好人精神，在全市营造崇尚好人、学习好人、争
当好人的浓厚氛围。

“寿光好人”

走进潍坊科技学院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潍坊市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日

前在羊口先进制造业园区内落户。该基地占地26万
平方米，建设有办公楼1万平方米，标准厂房10万
平方米，水、电、气、职工娱乐等配套设施齐全。

创业孵化基地将着重引进金融服务、现代物
流、科技创新、商务服务、高新技术研发等重点产
业，突出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
料、新信息、新医药、生物产业、电子科技及涉海
特色产业等相关产业。入驻企业必须科技含量高、
无污染、有发展潜力、市场成长性好。孵化基地将
积极帮助企业联系小额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
贴，争取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等优惠政策。

中小企业创业

孵化基地落户寿光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小春燕向
韩传光介绍自
己的奖状。

□付冰川 王兵 报道
3月24日上午，寿光市公安消防大队

官兵走进东城全福元3楼贝贝城，与孩子
们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在消防体
验室，30多名孩子身着消防服，扮演小消
防员，在玩乐中学习和掌握消防知识。

消防安全宣传

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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