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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了？”“您看！这是我参加总队比
武得到的奖牌和奖状！”

这是今年 12月 13日，大理州
消防救援支队鹤庆中队特勤班班
长王兴文参加总队“蓝盾利剑”比
武后载誉归来，带着获得的奖牌
到医院看望母亲时的场景。如果
你以为这只是这对母子之间一次
再普通不过的亲情对话场景，那
你就错了，因为这背后隐藏着一
段不为人知的消防员舍亲情顾大
局、为荣誉而拼搏却将母亲住院
未能陪伴左右的遗憾深藏心头的
感人故事。

大比武前夕的一次通话

王兴文 2012年 12月入伍，现
任大理州消防救援支队鹤庆中队
特勤班班长，三级消防士消防救
援衔。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七年
来，他在平凡的岗位上，把青春和
热血注入消防救援事业中，在一
次次的灭火救援中磨砺成长，展
现热血男儿的价值所在，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青春
的赞歌。

12 月 9 日，到昆明参加比武
途经楚雄时，王兴文高兴地拨通
了家里的电话，刚把自己代表大

理支队去参加总队比武的好消息
说完，却听见电话里小舅告诉他
妈妈生病了的消息。

“妈妈没事，一点小毛病，休
息两天就好，你安心去参加比武
吧，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电话
那头妈妈的声音平静却有些许微
弱。挂断电话后，王兴文心里很
不是滋味。“都到楚雄家门口了，
我当时太想放弃比赛回去看妈妈
了。”王兴文坦言道。但是为了不
影响这次精心准备、苦练了很长
时间的总队比武，经过内心激烈
的斗争，最终选择了把妈妈生病
的事深藏在心里默默承受，没有
告诉比武队里的任何人，而是和
大家一起全力以赴投入到了紧张
的比赛当中。“比赛一结束，我就
马上回家看妈妈。”他心里想。

“利剑”出鞘展英姿

12月的昆明，寒意渐浓，随着
大幅度降温，早晚甚至降起了
霜。参加总队比武的队员们却似
乎没有感觉到寒意，起早贪黑练
得更加起劲了。王兴文也将对母
亲病情的牵挂化为一腔训练的热
情和动力。

总队培训基地赛场上，随着
一声发令枪响，只见王兴文和队

员们如利剑出鞘，又像是一颗颗
出膛的子弹，向着终点一路飞
奔。铺设水带，连接接口、出水，
攀登、再攀登......一切都在井然有
序、快速高效地展开。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云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云岭利剑”救援技
能对抗比武圆满落幕，大理州消
防救援支队斩获全省团体第一
名，王兴文参加的初战控火操获
得全省决赛第一名，个人获得负
重攀登10楼科目全省第二名。

铁骨男儿也有情

颁奖典礼结束后，王兴文立
刻激动地与妹妹微信视频向妈妈
报喜，看到的却是手机屏幕里妈
妈戴着面罩、憔悴不堪地躺在医
院的病床上。

“妈，您不是说小毛病吗？怎
么还住院了？”

“妈妈怕你分心，想着等你比
赛完了再告诉你，妈妈做了个手
术，很顺利，别担心了。”妹妹在视
频里哽咽着说道。

此刻，王兴文再也抑制不了
心中对妈妈的愧疚，独自一人跑
到没人的角落痛痛快快地哭了
一场。

入伍七年来，王兴文一直坚

守在灭火救援和执勤训练的第一
线，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
不平凡的成绩。2014 年，参加昭
通鲁甸“8·03”地震救援时，王兴
文随救援分队在震区奋战 13天，
经受住了余震频发、山体滑坡、
道路险峻、酷暑暴雨、露宿野外、
疾病威胁等考验，搜索房屋 100
余间，疏散转移群众 80 多人，搬
运物资 10 余吨，拆除危房 40 余
间，排除险情 40 余处，挖掘排水
沟 1000 余米，搭建帐篷 40余顶；
2016 年，参加剑川“9·20”抗洪抢
险期间，王兴文在洪水中数次来
回，共转移残疾人一名、孕妇两
名、老人两名、小孩 4名……王兴
文总是冲锋在各种救援灾害的
现场，以良好的精神风貌体现了
一名消防员的责任担当。

王兴文就是这样，在灭火救
援一线，书写着消防人的忠诚；在
平凡之中，彰显着“竭诚奉献”的
高尚情怀。

［大理州消防救援支队供稿］

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在农村公
路养护市场化改革中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快推
进养护专业化进程，确保大理市
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平稳有
序推进。

大理市以养护质量为重点，
建立养护质量与养护经费拨付相
挂钩的工作机制。鼓励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化养护
队伍承担。以因地制宜、经济适
用、绿色环保、安全耐久为原则，建
立健全适应本地特点的农村公路

养护规程。科学制定和实施养护
计划，努力提高养护质量。

以资金筹措为核心，积极建
立稳定多元的筹资机制，采取“六
个一点”的筹集模式，即“上级补
助一点、市财政配套一点、乡镇部
门整合一点、受益企业帮助一点、
一事一议筹集一点、有识之士赞
助一点”，拓宽财源，通过多渠道
筹集、多条腿走路、多方位联动的
资金筹集模式，不断改善路况质
量，实现农村公路畅安舒美。

［杨传秋 李宝］

●黎小双遗失残疾证一件，
号码：53290119861124148531。

●李硕遗失居民身份证一
件，号码：131182199211191611。

●钟树绿遗失云 L68907 车
道路运输证一件。

●许安银遗失道路运输证副
本一件，号码：532901034552。

●杨绍欧遗失林权证一件，号

码：云政林证字（2007）第36599号。
●洱源县邓川镇人民政府遗

失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一份，号码：（云财票印
第13002号）02166337。

●杨碧武遗失国有土地使用
权 出 让 合 同 一 份 ，号 码 ：
GF-94-1001。

●阮凤祥遗失残疾证一件，
号码：53290119430104322344。

●常心谷遗失林权证一件，号
码：漾林证字（2008）第19859号。

王兴文：青春热血勇担当 忠孝难全写忠诚 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多举措打造
“畅安舒美”农村公路通行环境

登报作废

□ 本报记者 杨 磊
马 丽 芳 文／图

“我们是第一次刷这种画，第
一次动手体验雕版印刷。我们的
传统文化真是太奇妙了。”来自大理
镇绿玉社区的朱芬兰和王辉娅开
心地向记者展示自己刚刚完成的
作品。12月 27日下午，“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走进大
理，国家图书馆文化文艺小分队为
大理群众带来了文化大餐。

当日气温骤降、阴雨绵绵。位
于大理古城核心区的大理文庙却热
闹非凡，频频传来的笑声、掌声以
及欢呼声，让人心里感到了暖意。

朱芬兰和王辉娅的雕版印刷体
验作品是在来自省图书馆古籍保护
中心的杨利群老师指导下完成的。
给雕版上墨，然后覆纸、刷染……大理
文庙长廊的一角，有着45年古籍修
复工作经验的杨利群身穿围裙，认
真地指导着参与体验的群众如何给
雕版上墨和刷染。他说：“雕版印刷
是古籍修复中的一项，我们这次带
来的雕版印刷体验是最基础的，让
大家了解一下雕版印刷术。”

“看，成了！好漂亮。”长廊的
另一角也传来了群众愉快的声
音。他们正在非遗传承人张衡的
指导下，体验蜡墨拓。“稍稍立起来
一点，这样字的笔画才能拓出来。”
张衡笑着提醒体验者。他告诉记
者，蜡墨拓是传拓中的一种，传拓
是古老的技艺，万物可拓，人人可
拓。在他的指导下，体验者很快完
成了一幅凝聚着自己心情和温度
的“福”字。

江苏游客张晶这次在大理也
体验了一把传统文化的神奇。在
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计思诚的

耐心指导下，他拿起针线学习了
古籍文献的“四眼装订法”。“我以
前一直以为用线装订书很简单，没
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古籍装订不
仅是一门神奇的技艺，还是一门了
不起的艺术”，张晶告诉记者。指
导他完成“杰作”的计思诚，多年从
事古籍修复工作。计思诚告诉记
者，云南有许多珍贵的古籍，对古
籍的修复和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她说：“这次活动带来古籍装订体
验，就是想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古籍
的美，让人们在亲身体验中意识到
古籍保护的意义。”

“来来，我们大家拿着‘福’拍
张合影。”在张晶穿针引线时，几位
身着白族服装的阿姨手里拿着喜
气吉祥的“福”围成圈，让同伴给她
们拍照。在活动现场，文化文艺小
分队的书法家挥毫泼墨为她们写
下一张张“福”字。来自大理镇五
华社区的李玉美则请另一位书法
家写了一副春联，“过年贴上。今
年我家的春联很特别，是书法家亲
自写的。”李玉美开心地说。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一
项文化惠民活动，旨在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次文化文
艺小分队开展了送书扶智、文化帮
扶、文旅e家、非遗展演等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文化志愿惠民活动。

京剧唱段、画国画、古籍修复
体验、送春联……国家图书馆文化
文艺小分队的文化艺术界专家、学
者们送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
与大理群众一同分享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在体验中分享乐
趣，通过指尖触摸“历史”，感悟毫
米与千年的传承。

福字进门，文化暖心！

福字进门福字进门
文化暖心文化暖心

12 月 27 日下午，“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国家图书馆文化文艺小分队下基层活动在大理古城举
行启动仪式，小分队为大理群众带来了暖心的文化大
餐，送来了文化惠民的新年祝福。

两名群众展示自己的蜡墨拓作品。

几名阿姨开心地拿着书法家送的“福”合影。

云南省著名书画家苏志昆为群众作画。

张晶（左一）在计思诚（右一）的指导下，体验古籍装订。从事古籍修复工作45年的杨利群为群众演示如何给雕版上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