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事一辈子木匠的张洪仁，源于对木匠活的热爱，古稀之年———

玩转“袖珍”织布机
文/片 本报记者 周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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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4月11日，全市卫生监督
协管工作调度会议之后，各
县区积极行动、认真汇报，并
召开卫生监督协管专题会
议，按照市卫生局卫生监督
局的工作部署，在全市开展
摸清底数，建立基础信息档
案专项活动。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紧
张工作，在较短时间内摸清

了全市辖区内公共场所、医
疗市场、学校卫生、职业卫
生、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生活
饮用水经营单位基本情况并
建立起基本信息档案，实现
了“底数清、情况明”的工作
目标，为下步全面开展卫生
监督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次专项活动充分显示
了卫生监督协管网络建设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有充分
发挥县(区)、乡(镇)、村(社区)

三级卫生监督网络和基层前
哨作用，才能真正解决基层
卫生监督相对薄弱的问题，
才能使卫生监督工作做到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才能消除
卫生监督工作监管空白和死
角。

(市卫生监督局)

菏泽市卫生监督协管工作初见成效

由菏泽市总工会、菏泽
市人力与社会保障局、菏泽
市卫生局主办，全市卫生监
督机构参与的全市卫生监督
行政执法大赛预选赛于5月4

日正式拉开了序幕。5月22日
-23日将组织“知识竞赛和现
场模拟办案”两个项目的对
抗赛事。

4日上午，全市卫生监督
机构420余名卫生监督员同时
参加了公共法律、专业法律
和业务技能知识笔试考试。
22日-23日将组织“知识竞赛
和现场模拟办案”两个项目
的对抗赛事。每县区将选派6

名卫生监督员参加这两个项
目的正式角逐。

此次全市卫生监督能力
大赛得到了市总工会、市人
力与社会保障局和市卫生局
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极大
的支持，对于取得全市大赛
决赛第一名的由市政府给予
表彰。

(市卫生监督局)

菏泽市卫生监督行政执法大赛正式拉开帷幕

▲市卫生监督局局长杨继香
检查行政执法考试。

▲卫生监督员模拟对抗演练，
备战全市执法能力大赛。

▲省卫生监督所所长舒德峰在市卫
生局副局长冯峰、市卫生监督局局长杨继
香陪同下，检查单县协管工作。

▲全市卫生监督暨协管工作
会议在单县召开。

一位76岁老人，40余年的木匠生涯，缘于对木匠活的感
情，重操旧业，并凭借对老式生产工具的印象，做出了各种
袖珍生产工具，只为让后人记住古时的生产文化。看着鞋盒
般大小的织布机，织出巴掌大小的花布，其精湛的技艺、细
腻的做工，让人惊叹不已。他就是家住菏泽文心花园小区的
张洪仁。

两个月时间打造最小织布机

17日上午，菏泽文心花园小
区2#楼一车库内，76岁老人张洪
仁正戴着老花镜，对着一块木头
敲敲打打。

一些杂物凌乱地堆在车库
内，但是得益于张老汉干活时的
认真劲，邻居们将这里尊称为

“工作室”。
在这凌乱的“工作室”里，迷

你织布机并不显眼，“你看那里。”
在张老汉邻居的引导下，工作室
一角，有一台木制的小机子，盖在
塑料纸下面，隐约看到机子上撑
着一块花布。

日常使用的织布机，长约2
米，织布人通过脚踩踏板、翻飞
梭子，织出各种布料。这台小织

布机长约26cm、宽约23cm、高约
13cm，如鞋盒般大小。张老汉和
老伴用红、绿、白三种颜色的线，
织出三色相间的花布，如巴掌大
小。“从开始构造，到完全制作
好，这个织布机大约花费了我两
个月时间。”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织布
机虽然比原先小了10倍，但是没
有缺少任何一个工序，且都经过
精心打磨。“每一根木头都相互嵌
在一起，没有使用一颗钉子。”张
老汉的邻居魏登岭说，张老汉精
湛的技艺，让他十分佩服。记者注
意到，织布机需要纵向固定的几
根横木，都是在同一个位置穿眼，
由一根木头穿过固定。

“做木匠活，是我最大的乐趣”

“让这些东西留住历史的一刻”

除了纺线、织布的工具，张
老汉还制作了过去使用的耕
犁，“我还会把过去使用的太平
车打造出来。”所谓太平车，是
旧时用于短途运输大批量的东
西的木制推车，如今，可以在博
物馆内依稀见到它的身影。“制
造这些东西也是我的愿望，希
望我打造的这些小东西，能记
录下历史上的一刻，也为后人

留个念想。”张洪仁说。
每天在木头上打孔、打磨

木头，这位76岁的老人却没有
丝毫的厌倦。

“在工作室里，他一站就是
一天时间。”张电文告诉记者，为
了不打扰小区的市民休息，张老
汉每天早上8点之后才开始干
活，之后，一站就是一天时间。

如今，远在北京、宁波的人

对张老汉的袖珍纺织机十分感
兴趣，希望通过张老汉的儿子
求得一台。但是这样一部织布
机，需要张老汉用两个月的时
间打造。“如果做了，一定做到
最好，虽然很耗时间。”张老汉
的老伴说。

张洪仁老人告诉记者，他
会尽量满足别人，也会继续打
造已经不再使用的工具。

18岁开始做木匠，和木头打交
道40余年，张洪仁对做木匠活有很
深的感情。“以前是为了维持生计，
现在是我唯一的娱乐方式。”

60岁的时候，为了照看孙子，
张老汉放下了木匠活，十几年后，
孙子、孙女都长大成人，张老汉又
赋闲在家。

“他不会打麻将，不爱养鸟种
花。”张老汉的老伴说，张老汉对
做木匠活情有独钟，而且他对别
的娱乐方式不感兴趣，他筹划着
要继续做自己的木匠活。“那不单
是我的娱乐方式，也是我的一种

精神依托。”张老汉说。
张老汉的儿子张电文深知父

亲对木匠活的感情，对父亲制作
小件的东西也很支持，得到儿子
的支持，张老汉开始作一些马扎，
并研究制作最小的织布机。

普通的工具没有办法打造袖
珍织布机，张老汉便先着手制造
工具。在他的工作室，记者看到由
铁钉改造的各种小锥子，“要做就
要做到最好。”通过张老汉几件半
成品，可以看到，木条上的每一个
孔都是四四方方，且丝毫没有错
位。

（本报巨野讯 通讯
员 满常学） 巨野县麒
麟镇计生协围绕“关注人
口，服务家庭”的优家服务
理念，结合幸福家庭创建

工作，积极实施家庭生命
周期全过程服务，深受辖
区群众欢迎。一是关注人
口生殖健康，大力宣传和
提供免费的优生“二免一

补”、避孕药具等以及优惠
的“育龄妇女两癌筛查”服
务。二是关注和睦幸福，打
造家庭关怀平台。举办“缺
失的爱”、“青春健康”、“婆
媳相处”等主题宣传服务
活动，通过互动座谈等形
式为单亲家庭、未成年人
子女家庭和新婚家庭提供

特色宣教服务。三是关注
计划生育空巢家庭，打造
敬老助老平台。建立计划
生育老年家庭养老服务档
案和社会帮扶措施等各类
敬老助老志愿活动，同时
开展各项爱老敬老活动，
积极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
氛围。

巨野县麒麟镇创新服务理念

▲张洪仁自制的老式生产工具。
这样的耕犁现已经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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