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诚 报道）近日，因患肺癌生命垂危
的马爱荣，通过滨州市立医院联系
到滨城区红十字会——她在人生
的最后时刻，决定捐出自己的眼角
膜，用特殊的方式感恩社会各界给
予她和家人的关爱。

2011年，马爱荣身患急性肾炎
的儿子刘洪涛，通过青岛红十字会
与静康医院、山东电视台携手推出
的“肾爱行动”得到免费治疗机
会。没想到，刘洪涛病愈后，马爱
荣和丈夫又相继患上心脏病、脑
梗、肺癌，沉重的医药费几乎将整
个家庭压垮。面对生活一连串的
打击，马爱荣和丈夫并未消沉，仍
乐观处世，积极面对，同时政府、村

民、亲戚朋友都给予了他们无私的
帮助。

马爱荣在得知自己患上肺癌
后，就有了捐献角膜回报社会的想
法。她告诉丈夫，自己没有什么其
他可以回报社会的东西，死后将角
膜捐献出去帮助其他人恢复光明，
也算是一份爱心。

马爱荣的丈夫刘立生告诉红
十字工作人员，他们一家三口都患
有大病，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享
受到了很多政府的扶贫政策。在
妻子刚开始提出捐献眼角膜的时
候，他们全家是不同意的，因为马
爱荣已经做了9次大型手术，身体
很多器官被摘除，但是马爱荣坚持
以这种方式回报社会。在马爱荣
的不断劝说下，刘立生最终同意妻
子捐献眼角膜，并告诉妻子，他以
后也会捐出眼角膜回报社会。

7月23日，在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的见证下，马爱荣签订了《山东
省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
完成了捐献眼角膜的心愿。

肺癌患者马爱荣
志愿捐献角膜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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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李晓旭 刘康弟 报道）7月
28日，市图书馆“暑期文化活动月”阅
读推广系列活动第二期如期举行，本
次活动邀请到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于潇
湉亲临现场，作了题为“故事里藏着成
长的密码”的讲座。我市200余名小学
生及家长、老师聆听此次讲座。

讲座现场，于潇湉先向大家展示
了一个袋子，并邀请几位小朋友上台
摸袋子里的物品，之后让他们用一个
词来形容摸到的东西。孩子们的回
答各式各样，有的答“毛茸茸的”，有

的说“软软的”，还有的猜测袋子里装
着的是“玩具小猪”，现场气氛好不热
闹。当于潇湉揭晓答案时，孩子们大
吃一惊。原来，袋子里是一只玩偶青
蛙。通过这个互动，于潇湉让孩子们
讲出自己对于写作的感悟，并告诉孩
子们在写作时要贴合实际，认真观察
生活中每一件美好的事物，要拥有一
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讲座中，于潇湉不仅进行现场互
动交流，还给孩子们讲故事。如开场
时，于潇湉首先讲了一个关于自己名
字的故事，随后又讲了自己著作中的

小故事。她告诉孩子们，在写作时需
要学会升华，写作应来源于生活，并
高于生活，要将文笔加以细腻化，学
会在作品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良，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可以把作文当作“讲
故事”来写，这样不仅有意义，而且写
作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在讲座提问环节，于潇湉一一回
答孩子、家长以及老师们提出的问
题，以帮助孩子们调动起阅读与写作
的积极性。在回答提问时，于潇湉告
诉在座的家长和老师，对于孩子们现
在的年龄来说，阅读不在于精而在于

多，孩子们可以读四大名著，也可以
读科普漫画。她说，阅读本身就是一
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读的书多了，孩
子们的知识面也就广了，在写作文时
也就有东西可写了。

于潇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青岛市签约作家、青岛市作家协会理
事。曾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青铜葵
花小说奖，出版发表作品共计120 余
万字，短篇多见于《儿童文学》、《少年
文艺》等刊物。其代表作有《99 克拉
的海》《陪你一起长大》《不存在的同
学会》等。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田海滨 报道）7月28日晚，
由洪剑涛、包文婧领衔主演的明星版
话剧《潜伏》在滨州大剧院上演。该
剧以扣人心弦的剧情、精美的舞台设
计以及大量的笑料包袱，为滨州观众
奉上了一场具有年代感的视听盛宴。

笑点频出，代入感强
烈，精彩的观剧体验让观众
连连称赞

演出当晚，滨州大剧院座无虚
席。演员们将话剧中“角色反转”和

“喜剧元素”两大特色表现得淋漓尽
致，为观众呈现了2个小时“无尿点”
的精彩观剧体验。演出剧情环环相
扣，人物线和情感线双头并进，不仅
有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更穿插了大
量的笑料包袱。演员们在抖包袱的
时候更多次提及“滨州”，给滨州观众
带来强烈的代入感，赢得了阵阵掌
声。

舞台上，潜伏者之间的冰火碰
撞，与反侦察者之间的斗智斗勇，在
整个金属镂空的场景之下完美展
现。洪剑涛饰演的余则成自带喜感，
而包文婧则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懵懂
无畏、直爽帅真的李翠平。两位主演
配合默契，借助年代感十足的音响声
效和深入人心的台词独白，将特殊时
期地下工作者的状态进行了鲜活的
呈现。此外，由范雨林饰演的马队长
跨越舞台再现霸气，张楠与张建新两
位戏骨饰演的站长及站长夫人同样
惟妙惟肖。

演出“谍”味十足，不但笑点频
出，更有悲情的瞬间。如为了救余则
成，翠平只身一人闯入马队长的安全
屋，引爆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场景
让观众触目惊心。演出最后，翠平弯
腰等着年老的余则成给自己戴花的

一幕，让不少观众表示感动到流泪。
整部剧既展现了个性鲜明、立体丰满
的革命者形象，也将观众重新带回到
了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中。

演出前的现场见面会
上，洪剑涛、包文婧与滨州
观众畅聊演出幕后故事

在 7 月 27 日下午举行的“话剧
《潜伏》主演见面分享会”上，剧中主
演洪剑涛、包文婧与滨州观众、粉丝
面对面交流，分享了演出台前幕后的
精彩故事。

见面会现场，两位主演首先对话
剧《潜伏》的剧情进行了简单介绍。
洪剑涛说，这是一部完全不一样的

《潜伏》。该剧改变以往在小说与电
视剧中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不再以余
则成为主角叙说，而是以女主角翠平
的视角展开叙事，并首次以舞台剧的
形式聚焦革命历史，是一次对原作的
全新解读。

“观众们会看到一个在那样紧绷
的白色恐怖之下，还能保持轻松、幽

默的余则成。”当演惯了喜剧的洪剑
涛被问及出演这部剧是否会带来喜
感时，洪剑涛直言自己与生俱来的

“身材优势”颠覆了以往余则成的缜
密感，而“喜剧元素”令该剧锦上添
花。相对以往读者意识中《潜伏》紧
张的情节和尔虞我诈的人物较量，话
剧《潜伏》更多了份喜剧味道，整体剧
情会在既庄重又诙谐的张力中实现
冲突与制衡。

洪剑涛介绍，这部剧以喜剧风格
讲述故事，不是不尊重历史，反而是
希望大家铭记历史。演出时，精心设
计的笑点包袱会随着剧情的深入不
断抛出，配合演员的表演让“笑果”达
到最大化。例如，剧中道具“糊饼”会
频繁出现，并在有趣的情节中逐步拉
近余则成与翠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巧
妙。

与洪剑涛沉稳的姿态不同，见面
会现场的包文婧十分活跃，时不时用
笑声回应着主持人的提问，活泼开朗
的性格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
象。包文婧告诉观众，演话剧和演电
影、电视剧有很大的不同。拍电视

剧、电影可以重复拍，而话剧却不能
重来。演话剧时会直面观众，而且不
知道会在舞台上遇到什么突发情况，
台词也不能说错，就算是错了，也得
继续硬着头皮往下演。

包文婧坦露，自己刚开始演话剧
时紧张到手心出汗，觉得人物很难刻
画，自己的声音也很不到位。但是经
历多场演出之后，感觉自己提升了不
少，对今后的演艺生涯也十分有帮
助。“我感觉洪老师十分有魅力。每
次排练的时候，我都像一个小迷妹一
样看着洪老师，跟洪老师演出学到很
多东西。”包文婧说，自己排练时得到
了洪剑涛以及剧团的很多帮助，很感
谢有这样一支演出团队。

“我老家是山东的，所以回到山
东我特别高兴。每当有人问我老家
是哪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自豪地告诉
他们，我是山东人。”在见面会最后的
总结阶段，洪剑涛告诉观众自己也是
山东人。他的话音刚落，滨州大剧院
里响起了热烈掌声。

滨州观众看了一场不一样的《潜伏》
由洪剑涛、包文婧领衔主演的明星版话剧《潜伏》在滨州大剧院上演，全剧

笑点频出，“谍”味十足

博兴县兴福镇地处鲁西北平
原，改革开放前交通闭塞，资源匮
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乡，当时人
均收入只有几十元，很多村解决不
了温饱问题。从 1978 年起，随着
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农村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业经济发生
了巨大变化，短短几年人均占有粮
食1500斤，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
柳编、熬胶等多种传统手工业逐渐
恢复。

从 1984 年开始，随着发展思
路的转变，兴福镇先是出现几个靠
加工业迅速致富的大户，此后，一
户带几户，几户带一村，个体私营
企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到1989
年底，全镇共发展个体私营企业
796家。

从 1990 年开始，随着商品经
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该
镇众多家庭作坊式企业为破解设
备差、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不利
因素，走上由分散向自愿联合、规
模发展之路。党委、政府因势利
导，创办工业小区，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个体大户进区建厂，引导个体
私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
平。同时，该镇打破所有制界限，
允许个体大户承包、租赁集体企
业，形成了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相
融合的混合经济。所有村办企业
和绝大多数镇办企业进行了不同
规模、不同形式的产权改革和机制
转换，克服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
盾，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
全镇的经济发展也由此进入快车
道。

1991—1993年，全镇经济每年
以60%的速度递增，经济总量增长
超过前 10 年的增长总和，近七成
的农民转入二、三产业，农民收入
大幅度增加，农村小城镇建设初具
规模。初步形成家庭启动、市场牵
动、小区带动、政府推动社会经济
的新机制，这也就是被各级领导、
专家、学者、媒体概括的“兴福现
象”。

博兴县档案局 袁新江
滨州市档案局 卢艳

1、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
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
追赶，以防滑入水中。

2、严禁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特别
是中小学生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
好救生圈。

3、严禁中小学生私自外出钓
鱼，因为钓鱼蹲在水边，水边的泥
土、沙石长期被水浸泡后变得很松
散，有些水边长年累月被水浸泡还
长了一层苔藓，一踩上去就容易滑
入水中，即使不滑入水中也有被摔
伤的危险。

4、到公园划船，或乘坐船时必须

要坐好，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
边洗手、洗脚，尤其是乘坐小船时不
要摇晃，也不要超重，以免小船掀翻
或下沉。

5、在坐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
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
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如果
出现有人溺水，更不要冒然下水营
救。

6、遇到大风大雨、大浪或雾太大
的天气，最好不要坐船，也不要在船

上玩。
7、如果不慎滑落水中，应吸足

气，拍打着水，大声地呼救。
8、如果不幸溺水，当有人来救助

的时候应该身体放松，让救助的人托
住自己的腰部。

9、当自己特别心爱的东西掉入
水中时，不要急着去捞，而应找大人
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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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溺水防溺水
安全知识安全知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青
博 通讯员 韩鲁忠 报道）7月22日下
午，全国首个“话剧普及教育示范区”
话剧进校园培训汇报展演在滨州实
验中学礼堂举行。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一中、二中、中海小学、定吕小学
等8所“话剧进校园活动”试点学校完
成首轮话剧培训后，奉献8部精彩话
剧演出。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艺术普及教
育委员会主任崔宁，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艺术普及教育委员会指导专家张智
博、李姝雯、闫默冉，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教育局有关领导，以及来自开发
区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共计700余人

观看了演出。
现场，各试点学校排演的话剧节

目依次登台表演，个个精彩纷呈。话
剧《〈步辇图〉·丝路情》通过对吐蕃王
松赞干布的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
时的场景刻画，带领观众走进大唐盛
世，共同见证汉藏兄弟民族的友好情
谊；《我想要的爱》则通过丽丽的心
声，带给观众如何开展家庭教育的思
考；《放飞心中的梦想》展现出山村孩子
的理想和追求，激励同学们珍惜当下，
努力学好本领将来回报社会；《我们共
同的家园》中，那些呼救碧水蓝天的青
蛙、小鸟，让观众深刻认识到保护环境
的重要性；《三袋麦子》讲述了劳动的可

贵；《王二小》则由几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演绎，生动还原了机智勇敢的抗日小英
雄王二小……

舞台上，参加演出的小演员们年
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6岁。别看他
们年龄小，肢体动作却十分饱满，语言
表达也非常传神。他们在表演时融入自
己的理解与感悟，将饰演的每一个角色
都形象而灵动地表达出来，全方位、多角
度展现了话剧进校园培训活动的硕果。

据悉，今年 1 月 16 日，滨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发区引进话
剧艺术并在全区全面开展“话剧进校
园 进社区 进家庭”活动，共同建设全

国首个“话剧普及教育示范区”。本
次展演活动的开展，是开发区设立

“话剧普及教育示范区”后的又一次
重要实践。展演活动不仅丰富了学
生们的课余生活，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展示自己的平台，更让他们切身感受
到了话剧艺术的深厚底蕴，帮助他们
提升了自身的文化与艺术修养，对我
国经典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下一步，开发区将继续引进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等优质文化教育资
源，积极推进“话剧普及教育示范区”
建设，让话剧这一普通人并不容易看
到的高雅艺术形式回到百姓中间，惠
及千家万户。

开发区建设全国首个“话剧普及教育示范区”有了新进展

8所试点学校完成首轮培训奉献精彩话剧展演

—————— 滨州市档案局滨州市档案局((馆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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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剧情节紧凑全剧情节紧凑，，笑料频出笑料频出，，““谍谍””味十足味十足。。

市图书馆“暑期文化活动月”阅读推广活动第二期举行

儿童文学作家于潇 现场解读“成长的密码”氵恬

私营经济的异军突起
——“兴福现象”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张海鹰 报道）台风“安比”过
后，位于无棣县城棣新四路无棣医
药公司大门口自发形成的中药材
交易市场交易火爆。卖蝉蜕的和
收蝉蜕的，各个喜上眉梢。原来，
金蝉脱了壳，壳也能卖上好价钱，
一公斤能卖到280元。

蝉蜕是蝉出土后的最后一次
蜕皮，也就是蝉的幼虫羽化时脱落
的皮壳，别名蝉壳、蝉退、蝉衣、知
了皮等。蝉蜕，略呈椭圆形而弯
曲，表面黄棕色，半透明，有光泽，
体轻，中空，易碎，无臭，味淡，是一
种中药材，有散风除热、利咽、透
疹、退翳、解痉等功效，用于风热感
冒、咽痛、音哑、麻疹不透、风疹瘙
痒、目赤翳障、惊风抽搐及破伤风。

近年来，为使县城“绿”起来，
无棣县按照三季有花、四季长青的

总体要求，高、中、低科学搭配，乔、
灌、草有机结合，全力造绿增绿，城
市人居环境和整体形象全面提升，
县城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
园绿地占有面积等各项指标均已
达到国家园林县城的标准和要
求。万株绿树妆新城的无棣，为蝉
的生长和繁殖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盛夏时节，特别雨后的晨昏，
老年人在户外遛弯可随时捡拾蝉
蜕，既锻炼了身体又有了小小的收
获，可谓一举两得。

据常年收购中药材的阳信县
东大寨村村民马青海介绍，他收购
的蝉蜕全部销往远在哈尔滨市的
黑龙江黑龙制药有限公司。“一个
夏天，仅在无棣、阳信两个县就能
收购到六七千公斤蝉蜕，利润相当
可观。”

蝉壳市场火爆
一公斤能卖到280元

2018年7月30日 星期一
电子邮箱：bzrb@163.com
滨州网网址：www.binzhouw.com民生新闻4 责任编辑：李鹏飞 肖静

电话：3186761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