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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

□萨其茹拉

每周四，乌兰浩特市五一街天元社区
“巧娘工作室”里，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
有的在缝制小布兜，有的在制作创意花
卉，有的在纳千层鞋底，有的在制作剧团
演出道具……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工
艺品的技巧、花色和创意构想。

这个工作室于2016年初成立，吸纳了
社区老党员、老干部家属等很多“心灵手
巧”的志愿者，志愿者们根据闲置衣物的
材质和大小，把这些物品制作成大家日常
所需品，大块的料子制作成购物袋，牛仔
裤和厚些的料子制作成鞋垫，还有的布料
被做成了椅子垫、边角料制作成毽子……
在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件件闲置物
品变成了日用品。

“我们共有12人，为了让废旧物品重
新利用起来，我们聚在了一起，做做手
工，聊聊天，挺开心。”78岁的老人马瑞芬
是“巧娘工作室”的主心骨，基本上每周
一次的“聚会”她都是召集者和参与者，
而且手上有技术，只要针线缝纫活儿老人
都很拿手，创意也比较多。“我们做的工艺
品都比较传统，一些创新性的作品都是找
社区里的年轻人帮忙，去网上寻找灵感，
融入我们的工艺品中。”马瑞芬老人介绍的
功夫，手中五颜六色花纹的毽子就制作完
成了。

这些让人爱不释手的作品，都是天元
社区“爱心墙”好心人送来的废旧物品，
就说纳鞋底的布，有的是来自这些“巧
娘”家里不要的衣服、被单等，她们觉得
还可以利用，就洗干净来制作手工艺品。

据了解，制作好的鞋垫都捐给了环卫工
人和福利院的老人们，小口袋捐给学校的学
生们，购物袋、椅子垫等日用品捐给困难居
民……“爱心墙”和“巧娘工作室”相辅
相成，众人的爱心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让
每一份爱心都能落到实处，让更多的困难
群众感到温暖。

“巧娘”
释放大能量

□毕晓敏 刘岚

赵琴今年44岁，4年前，她来到乌海
市敬老院担任护理员。她默默地奉献、守
护着、默默付出着，不知道为多少老人带
来了温暖和关怀。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都亲
切地称她为“好女儿”。

自从在市敬老院工作以来，赵琴把老
人当亲人，全心全意为老人服务，不仅在
生活上关心和帮助，还常常在精神上安抚
老人。为老人洗头、理发、修剪指甲、洗
澡、换洗衣服、送水、送饭时，她总是无
微不至，让老人们心情舒畅，就算端屎倒
尿，她也从无怨言。4位在她全心护理下
的瘫痪老人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感觉比
儿女照顾得还周到。老人们高兴地说：“我
们虽然没有儿女，但比有儿女的老人都快
乐、幸福。”

赵琴始终坚持“急老人之所急，解老
人之所忧”的信念，从点滴做起，把真情
敬老的要求自觉地融化在实际工作中。

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可赵琴对
每一位患病老人都能以子女之心相待，陪
他们走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定时为他们
翻身、清洗、用药等，从来没有偷过懒。
经她照料的老人，任何时候身体都是干干
净净的，没有异味。有的老人过世了，走
的时候是那么安详、那么平静。这一切，
都是赵琴用她满腔的爱和孝心换来的。

赵琴刚开始护理患了脑梗的解启明老
人时，老人还卧床不起，身体状况也不是
很好。赵琴每天为老人勤翻身、勤换药。
老人是男的，她是女的，但她不忌讳这一
点，经常给老人洗澡、按摩、喂饭、端屎
倒尿，无微不至。在赵琴近1个月的精心
护理下，解启明老人竟然能自己站起来慢
慢挪步了。

五保老人刘根喜有一天心脏病突发，
当时话都不会说了，而此时已经是晚上九
点多钟，值班的赵琴立刻与医院取得联
系，并护送老人到人民医院。失去意识的
老人到了医院时，裤子都尿湿了，她很自
然地帮老人把裤子给换下来，并陪护着老
人做各项检查，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医院
的护士都以为她是刘根喜老人的女儿，事
后才知道她只是敬老院的一名护理员。她
的朴实之举，让医护人员很感动。

每当别人问她付出这么多累不累时，
她总是说，做这些都是为了敬老院里这些
老人们。“作为一名护理员，这一切都是我
应该做的，只有我们的孝顺，才能让老人
们安度幸福晚年。”赵琴是这样说的，更是
这样做的。

敬老爱老
真情无价

镜界

自治区第十次党
代会报告指出，幸福
安康是民心所向。各
级党委、政府要始终
树立和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全
力做好保障改善民生
和创新社会治理工
作，让各族人民幸福
生活、祖国北疆安宁
永驻。

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是
全社会的梦想。巴彦
淖尔市临河区创新服
务模式，为“留守”
老人、“空巢”老人
建起了一座座“幸福
互助院”，让老人们
的晚年生活过得温暖
而快乐。

纵览

□娜美拉

年近七旬藏书2000本，自办草原书
屋，多单位、亲友支持捐赠1000余本图
书，免费供附近的牧民借阅。

今年69岁的布仁特古斯是阿左旗
敖伦布拉格镇图克木嘎查牧民，在他的
家里，有一处“宝藏”。

布仁特古斯的家是一栋坐南向北的
平房，其中一间约20平方米的屋内摆放
着6张桌子和若干圆凳，边上3个6排书
架整齐排列，摆放着法律、政治、历史、文
学、农牧业技术、儿童书籍等蒙汉文各类
图书共2000余册，这就是布仁特古斯的

“宝藏”。
布仁特古斯说，自少年起便酷爱读

书，书是亦师亦友的忠实伙伴。50多年
的书伴生涯中，如果丢了什么书他都记
得，现在回想起来还隐隐心疼。2016年
7月1日，布仁特古斯将自己多年的藏书
拿出，办起了他的草原书屋，供周边牧民
免费借阅。按他的话来说“书中自有黄
金屋”，既然自己有宝藏，就要与别人一
起分享。

前不久，阿拉善盟图书馆向他颁发
了流动图书服务点牌匾，并承诺将大力
支持和鼓励他的草原书屋。阿拉善盟图
书馆、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局、民族宗
教事务局和阿拉善日报社等单位以及亲
朋好友为他的草原书屋捐赠了1000余
本图书。

布仁特古斯接过一本本崭新的书
籍说：“真是太高兴了，感谢这么多人支
持我。愿我的草原书屋能为大家带来知
识和乐趣，来书屋看书也好，带回家阅读
也好，藏书互换也好，希望我的分享能让
更多人喜欢读书。”

布仁特古斯
自办草原书屋服务牧民

身边事

□文/图 郭仕达

日前，赤峰市松山区
兴安街道开展了以“书香
童年 陪伴成长”为主题
的亲子绘本阅读活动。
专业指导老师通过讲故
事、游戏、绘画、音乐、手
工等多种形式，为家长和
孩子呈现出绘本的别样
精彩。孩子们一边听老
师讲故事，一边欣赏绘本
书中的绘画艺术，真正享
受到了阅读带来的乐趣。

书香童年

□文/图 洪彬

近日，包头市昆都仑区
公安分局刑侦一中队举办

“翰墨寄真情，警民一家亲”
2017 早春书画联谊会，书
画家们现场挥毫泼墨，民警
们静心欣赏。此次书画创
作活动是该分局警营文化
建设系列活动的其中一
项，加深了警民友谊，丰富
了民警的业余文化生活。

泼墨寄情

□田国中

张彩云是奈曼旗大沁他拉镇章古台
嘎查沙区一名普通的农家女。从梦想到
奋斗成功，她用了10年时间。她的故事
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今年58岁的她也被
村民们亲切地誉为“从沙窝里掏出金蛋
蛋的女人”。

早前，她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现在的
人们吃东西讲究营养、绿色和环保，一些
在城里工作的人也时常回来买柴鸡蛋，
却常常空手而归。她瞄准了这一市场，
决心上山养柴鸡。

离村子半里地，是一片大山林，旁边
有几处废弃的老宅子。这里背风朝阳，
光线好，水源充足，供柴鸡吃的食物非常
丰富，环境很适合散养柴鸡。她和丈夫
王振生商量了几次，丈夫才勉强同意。
她们二人把2个孩子交给了公婆，来到
山林附近的房子里落户。打扫房间、深
挖水源、搭鸡棚、清场子，又从外地请来
了行家盘下了鸡炕。她们二人又赶到通
辽，把500只鸡苗运了回来。

半年过去了，张彩云的丈夫对鸡场
前景仍持观望态度，只是在闲暇时上去
帮忙，从不干涉妻子的“大事”。他认为
妻子是在瞎折腾，不如自己上班挣钱来
得快。直到有一天，煤矿矿长找到他，甩
出几张红票子说：“老王，把你家的柴鸡
鸡蛋捎来500个，1块钱1个。”这下对王
振生的震动很大，他家的鸡蛋顶3个普
通鸡蛋，他理解了妻子的选择，经常到山
林里帮妻子放养柴鸡，打防疫针。看着
人们挎走一筐筐鸡蛋，留下一张张钞票，
俩人开心地笑了。

一年下来，张彩云家的柴鸡鸡蛋因
为质优价廉，口感好，已经远销到北京、
郑州等地，到年终一算，自己挣了6000
多块钱。但张彩云更看重自己开拓出的
市场，决定来年要大干一场。2010年，
张彩云同丈夫一商量，从信用社贷了1
万块钱，又购回2500只柴鸡鸡苗进行放
养。张彩云家的鸡蛋质优味鲜，传遍十
里八乡。慕名而来的买主纷纷上山订
购，她家的鸡蛋每天都供不应求，很多顾
客因为买不到鸡蛋空手而归。收麦时
节，王振生辞去了矿上的工作，帮妻子养
鸡。他这次是真服了妻子，有眼光，有胆
量，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致富路。

如今，到张彩云那里“取经”的乡亲
们络绎不绝，夫妻俩都是热情地接待，并
帮助他们购回近万只鸡苗进行饲养。经
过2年多的打拼，张彩云渐渐站稳了脚
跟。提及今后的打算，她动情地说：“我
一人富了不算富，大伙富了才是富。我
这个项目前景不错，这次我要同乡亲们
一起到沙窝窝里掏出‘金蛋蛋’。”

从沙窝窝里
掏出“金蛋蛋”

□郑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牧区
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多，农村牧区青壮年
外出务工导致“留守”“空巢”老人越来越
多，这让农村牧区养老问题显得尤为突
出。为解决农村养老难题，让农村的孤寡
老人老有所养，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先后建
起一批幸福互助院，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场所。

互助院就像个大家庭

走进位于乌兰图克镇红旗村的幸福互
助院，一排红瓦平房坐落在院子当中，墙
面是温暖的米黄色，铝质的大窗户既保温
又透光。48间房屋有暖气，又有火炕，全
部住满了老人。73岁的韩秀英和几位老人
正在屋外晒太阳。

1年前，韩秀英和老伴搬到这里。他们
住的房间分前后两部分，前面的房间有1
个大炕紧挨窗户，阳光照进来很是温暖，
里间是个小厨房，应有尽有。“这是女儿给

买的沙发和茶几，院子里的老姐妹们没事
儿就来串串门，大家凑在一起非常热闹，
感觉像个大家庭，很温暖。”韩秀英笑着
说。

无偿让老人居住

据悉，临河区在建设幸福互助院过程
中，坚持“政府建、多功能、保基本、重
实效”的原则，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建
设，规模适度，让老年人无偿居住。

双河镇幸福互助院位于原双河镇进步
村中学院内，是临河区民政局和双河镇政
府在原来废弃的旧校舍上翻修改造的，于
2014年8月完工，现已改建完成21户，并
全部入住。互助院采取“集中居住、分户
生活、统一管理、互助服务”的管理方
式，并建有多功能活动室，供老人休闲娱
乐。

“这里的老人儿女都不在身边，住进来互
相能有个照应。自从我住在这儿，每天早上
都到各家转转，老人们都好我就放心了。住
在这儿生活方便，主要是能让儿女们放心。”
互助院的负责人贾来福说。

互助院干净又暖和

据了解，要入住幸福互助院的老人必须先
递交申请，经过入户调查，认真审核筛选，并
与子女签订合同，才能最终入住，以确保让真
正有需要的老年人无偿居住。

干召庙镇永丰村互助院建于 2016
年，屋里统一购置了床和衣柜，干净卫生的
屋子不大却很暖和。“刚入冬那几天特别冷，
我们搬进来屋子特别暖和。真是赶上好政策
啦，要是还住在家里的土坯房里，就是个受罪
了。”今年84岁的贾大爷，家住永丰村，儿子
结婚后就剩他1个人在村里住，2016年 11
月，他申请入住干召庙镇幸福互助院，成为第
一批享受镇里养老政策的老人。和贾大爷一
起入住的共有5位老人，他们对互助院的条
件都非常满意。

干召庙镇镇长张旺介绍，幸福互助院
于2016年 10月建成，来这里入住的主要
是儿女外出打工照顾不到的留守老人。目
前，镇里的其他村也在建幸福互助院，建
成后预计还可以解决30至 50名老人的养
老问题。

有“家”的老人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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