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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郑鹤源 杨艳芹
文／图） 3 月 29 日，弥渡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邀请弥城镇永华完小 300余名
师生走进警营，“零距离”感受警营文
化，了解交管日常工作，“沉浸式学习”
交通安全常识。

“同学们，这些标志标牌你们都
认识吗？这个交通指挥手势是什么
意思？大货车的盲区范围有多大？
答对了送交警小熊哦。”交警用“有
奖问答”的方式，教孩子们认识常见
的交通标志标牌、“沉浸式”体验大货
车盲区，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
们讲解步行、乘车、过马路时应注意
的交通安全常识，叮嘱学生们时刻
注意出行安全，遵守交通法规，养成
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做到“知危

险、会避险”。
交警还带领孩子们参观交通安全

警示教育长廊，展示介绍催泪喷雾、警
棍、测酒仪、执法记录仪、手铐等警用
器械。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听着交警讲
解，时不时还上去摸一摸，开心地和交
警进行互动。

活动最后，交警铁骑炫酷上场，精
湛的驾驶技术赢得孩子们的阵阵掌
声。在了解铁骑装载设备作用后，孩
子们还兴奋地戴上警用头盔，从萌娃
变身“小交警”。孩子们纷纷表示，这
样的活动十分有意义，不仅学到了很
多交通安全知识，也体会到了交警叔
叔阿姨们的辛苦。回家后，还要告诉
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不文明
交通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杨嘉俊 王映
文／图） 3 月 28 日，祥云县人民法院
邀请 4 所中学 100 余名学生走进庭审
现场，旁听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案件的审理，通过旁听真实案
件的审理，让中学生“沉浸式”学法，
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帮助
青少年提高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的识
别和防范能力。

2023 年 6 月至 7 月期间，被告人
魏某为赚取佣金、牟取非法利益，在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
情况下，仍将自己的银行卡提供给他
人，为其转移资金、支付结算、取现等
提供帮助。经查，魏某出借的银行卡
共计为他人转账人民币680000余元，
其中，59000元查实为诈骗资金，魏某
从中获利500元。

经过审理，祥云法院认为，被告
人魏某的行为已经构成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
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同学们听完案件审理过程后纷
纷表示，庭审是最生动的普法课堂，
案例是最鲜活的普法教材。

“通过旁听，我第一次了解到‘帮
信罪’就在身边。在生活中，我们不
能轻易听信朋友的不良诱惑，切莫因
贪小便宜而以身试法。”祥城镇三中
学生杨雨霏说。

“作为公民，我们应该知法懂法，
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
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忌随意将银行
卡、身份证等出借给他人，避免沦为
诈骗‘工具人’。”祥城镇象鼻九年一
贯制学校学生李志超说。

祥云100余名中学生“打卡”庭审现场

祥云县100余名学生走进法院庭审现场。（摄于3月28日）

弥渡300余名师生进警营学交规

民警向学生们讲解交通安全常识。（摄于3月29日）

□ 通讯员 张艳霞 文／图

云龙县漕涧镇漕涧村39岁的何木林，
5 岁时因一次车祸失去下肢，成了重度
肢体二级残疾人。命运以痛吻他，他却
报之以歌。多年来，不服输的他迎难而
上，学会了用手代脚“走路”，做着和健
全人一样的事情；勇敢追梦，考上了大
学，毕业后回乡创业养牛，成了远近闻
名的养牛大户。

从小失去双腿，他学会用
手“走路”

何木林5岁时，不幸被奔驰而来大车
碾压到双下肢，先后做了6次截肢手术，
其中，左下肢截肢1次，只剩下20厘米左
右的腿根部,右下肢截肢5次，只剩下10
厘米左右的腿根部。从此，他失去了行走

的能力，哪怕长大成人后身高也只有0.95
米，他的生活开启了“困难模式”。

7 岁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同龄人都
活蹦乱跳地自己去上学，何木林只能由
父母背着送去学校。平时休息时间，他
只能在地上爬行。9 岁时，爷爷发现他
手臂力量很强，便试着给何木林做了一
对木制小板凳，让他用手撑着“走路”。
小板凳让何木林如获新生，他撑着小板
凳一步步行走，越来越熟练。

何木林自幼喜欢小动物，用小板
凳“走路”后，他边上学边在家里养起
了小兔子，然后将养大的兔子抱到街
上去卖。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赚到 5
元钱，何木林非常高兴，双休日他还去
附近农户家收购兔子到街上去卖。这
不仅让他赚到了零花钱，还在苦难中
找到慰藉。

571分考上大学，毕业后
返乡创办养殖场

苦难没有将何木林击倒，反而让他
更加坚强、勇敢、勤奋和乐观。他刻苦
学习，2007 年拖着一对小板凳参加高
考，以 571 分的文科成绩被云南财经大
学会计专业录取。2011年，他顺利毕业
后，曾和朋友合伙在昆明开过饭店，还
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做过兼职。打拼了4
年多，积累了一些创业经验，为返乡创
业奠定了基础。

2015年，何木林回到家乡漕涧镇创
办“木林养殖场”。为了养好牛，他自学
养殖知识，多次参加各级残联组织的养
殖技术培训班，还请专家到养殖场予以
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日积月累
的摸索，何木林有了一套自己的养殖方
式，他的养殖场也从 5 亩发展到 20 亩，
目前饲养牛70多头、猪50多头，还养了
100 多尾羊。平时，何木林还做牲畜交
易生意，开办了青储饲料加工厂。他告
诉笔者，2019年至 2022年牲畜市场好，
养殖场每年出栏和交易牛、羊、猪 2 万
多头（尾），收入很不错。2023年以来牛
价不太理想，但他从小就爱好养殖，已
经把家畜当好朋友一样对待，每天喂养
家畜他觉得是件幸福的事儿，所以会在
养殖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无偿传授经验，带动十多
户残疾人家庭致富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
富。成为养殖高手的何木林决定带动更
多残疾人家庭创业就业，帮助他们引进优
质牛品种，拖着小木凳挨家挨户无偿传授
喂养技术，还签订协议帮他们销售牛，让
他们在家就能赚到钱。他的养殖场优先
雇用残疾人员工，优先收购他们种出来的
谷实用于喂牛。在他的帮助下，十多户残

疾人家庭走上了养牛致富路。
为了方便出行，2021年何木林学了

C5驾驶证，次年购买了专用轿车，经常
自驾车到保山、永平等地做牲畜生意，
生意越做越红火。

“何木林带动我们养牛，现在我家
养了 50多头牛，他有技术又有销路，和
他一起干，准没错。”家住漕涧镇早竹社
区二组的文建桦说。

和文建桦一样通过何木林带动养牛
的有十多家……如今，大理州首个万头
奶牛核心牧场项目落地漕涧镇，养殖业
将成为云龙县最具发展潜力的支柱产业
之一，何木林的养殖之心更加坚定。

一路逆袭，爱情事业双丰收
何木林勇敢追梦、一路逆袭，在精

神和物质上都获得成功，爱情也接踵而
来。同镇女孩何会张在木林养殖场打
工2年后，喜欢上何木林，今年1月15日
两人举行婚礼，步入了幸福生活。

“家里的牛基本上由何木林喂，他
还会做饭、打扫卫生、割草，样样会做。”
提起丈夫，妻子何会张赞许有加。

“他们三弟兄小的时候，我们最揪心
的就是何木林，总是担心等我们老了，他
的生活怎么办？如今，看着他成家立业，
我们就放心了，他对我们也很关心。”
何木林60多岁的母亲杨素娥开心地说。

何木林自立自强、乐观进取的人生
态度感动着每一个认识他的人，他多次
被推荐为镇、县残疾人代表大会代表，
还被评为“大理州自强模范”“云南省残
疾人创业就业示范户”等。

何木林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强大的
内心和不懈的追求。他说：“不经历风
雨，怎能见彩虹，我决心在各级党委、政
府和残联的关心支持下，继续努力，在
乡村振兴道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争做
残疾人就业创业带头人。”

他从小因车祸失去双腿，却用手“走”出人生逆袭路

无腿青年何木林勇敢追梦 终获爱情事业双丰收

何木林夫妇正在喂牛。（摄于3月9日）

□ 通讯员 邓永凤 马晓燕 文／图

“萂村是个好地方，山美水美好风
光……”4月 3日，伴着一声声灵动婉转
的大本曲弹唱，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文
化展演活动在千年古村——宾川县大
营镇萂村拉开序幕。

在萂村文昌宫内，洞经音乐队表演
者们身着民族服饰，吹奏着二胡、三弦、
笛子等乐器，施展着圆润饱满的歌喉，
随着表演，一曲曲古朴典雅的洞经乐曲
在这座古老的建筑中久久回响，让人置
身于音乐的海洋，静静感受传统民族文
化的独特魅力。清脆婉转的三弦弹唱
声中，由萂村非遗传承人自主创作的白
族大本曲《绿美乡村靠大家》悠悠传来，
唱出了萂村祥和安宁的绿美环境和萂
村人民的幸福生活。

在传统手工艺展示区，一个个精
美、灵动可爱的小物件整齐摆放，有惟
妙惟肖、栩栩如生的白族剪纸，针脚细密
均匀、图案生动、色彩绚丽的白族刺绣。
一旁的非遗传承人们有的拿着剪刀，有
的拿着绣花针，手指上下翻飞，尽情展示
着一门门古老的技艺。不一会儿，一幅
幅剪纸、一朵朵刺绣小花便展现在大家
眼前。

“我今年72岁了，从15岁开始学习
剪纸，剪纸可以反映一个画面，可以反
映农村的生活气息，很有意思。作为一
名传承人，我不仅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
走出去，也希望有更多人走进来，一起
把剪纸传承下去。”州级剪纸非遗传承
人张志兰一边向游客展示精美的剪纸

作品，一边说道。
“我从 16 岁开始跟随爷爷学刺绣，

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也绣了很多的作
品。刺绣是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
非遗文化，作为第五代刺绣传承人，我

想把这门传统手工艺传给更多人，吸引
她们来学习，让刺绣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县级刺绣非遗传承人杨艺华说。

活动吸引了过往游客驻足询问、拍
照，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有的

人还穿上民族服饰、拿起针线，跟传承人
学起刺绣，“沉浸式”体验非遗之美。大
家纷纷感叹“很精美”“白族文化真的很
吸引人”“不仅看到了美丽的古村落，还
感受到了白族文化的魅力”。

在萂村，邂逅一场非遗文化盛宴

游客穿上民族服饰、拿起针线，跟传承人学起刺绣。（摄于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