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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59岁李光华为传承中华文化义务支教

ア

受电脑手机冲击
书法传承引担忧

说起到学校义务支教，李光
华其实早有想法，曾经在建筑公
司工作的他，看到周围同事都在
用手机发短信，用电脑写文件，很
少动笔写字，感到非常担忧。李光
华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秀
书法文化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
击，决心要做些事情。

李光华从小酷爱书法，练就
一手好字，三十几岁又师从著名
书法家高钟亭先生，从此一发不
可收拾。

退休后的他想用自己所学来
推广中华民族的书法文化，却不
知如何找寻一种平台来施展。今
年年初，他在朋友的一次聚会上
认识了惠民何坊街道展家小学校
长杨荣辉，就向他诉说了自己的
愿望。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巧合，
展家小学当时正向学生组织开
展书法课程，需要一名书法专家
当孩子们的老师。杨荣辉当时就
决定，邀请李光华义务当学校的
书法老师。

李光华觉得以书法教学的方

式来培养学生的书法爱好，进而
能推广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一次连上四节课
备课也要备两份

4月初，李光华正式来到展家
小学当起书法老师，每天早上6点
起床，匆匆吃完早饭，就要骑车向
学校赶。

他的家位于惠民县城，距离
展家小学15里地，学校考虑到他
的实际，一周只为他安排两次课，
每周二、周四是他固定的书法教
学时间。

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来校上
课的情景，由于之前未来过学校，
第一次为学生上课就迟到了。“我
对路况不太熟悉，从家走得很早，
结果走过了，最后打听着才找到
学校，到校时第一节课已经快结
束了。”李光华笑着说。

现在的他已经义务教书两个
多月，虽然年近六十，但与学生之
间没有代沟，同学们都很喜欢上
他的课。“我一次上四节课，教五
个年级，每次这个班刚下课，另一
个班的学生就守在门外，我一出
门就拉我过去。”李光华说。

原来李光华上课很有特色，
他对历史上的书法名人了解很
多，每次上课除了教学生写字，还
向他们讲述历史典故，学生们在
课堂上听得津津有味。他通过这
种方式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
使学生真正在寓教于乐中学到知
识。

李光华虽然一周仅上两次
课，但备起课来从不马虎。他根据
学生所在年级高低将学生分成两
拨，每次他需准备两份教案。“一
至三年级需要从最简单的练起，
四五年级则要增加难度。”李光华
说，每次教学完成后，他开始琢磨
下次课的内容，教案也在不断地
修改，直到让自己满意为止。

受母亲熏陶学书法
盼举办学生作品展

受母亲熏陶，李光华12岁就
开始练习书法，至今已有近50个
年头。说起自己的母亲，李光华言
语中充满了敬佩。

李光华母亲今年已93岁高
龄，年轻时曾上过女子学校，练就
一手好字，逢年过节，乡里乡亲都
要找她写对联。李光华从小看惯
了母亲写字，慢慢地也在一旁练
习起来，后来母亲发现儿子写字
很好，干脆将写对联的事情交给
了他。

平时，李光华工作忙碌，只能
下班后回家练习，因无人指点，他
只能自己琢磨。一次，县工会组织
一次书法展览，他看到被装裱的
字画非常好看，就自己回家写了
一副字，用浆糊粘了一下后，拿去
参加展览。“我当时不知道装裱是
什么，结果拿去之后闹了笑话。”

李光华说。
1993年，酷爱书法的他希望

能在书法上再进一步，决心拜师
当时惠民县著名书法家高钟亭先
生。那段时间，他几乎一天要练六
个小时，由于白天上班，晚上一回
家，他就开始写字，一写就写到12
点。

现近60岁的李光华一直与母
亲住在一起，即使他到学校教书，
也事先与母亲商量，当时母亲只
叮嘱他一句话“不要打学生”，现
在他一直受用。

近日，李光华母亲不小心摔
伤住院，李光华除到医院照料，
还要赶往学校教课，虽然时间有
点赶，但他没有抱怨，他希望将
来有一天学校的书法文化能走
出校园，举办一次大型的学生作
品展。

惠民县59岁的李光华今年刚从单位退休，又走上了新的
“工作岗位”。今年4月份，他义务当起一所乡村小学的书法老
师，每周二、周四他准时骑电车从惠民县城赶到支教学校为
学生上课，一天来回要跑30里地。虽然年近六十，但他从未喊
累，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续脉，
是一件很骄傲的事。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刘欣

黄黄河河边边捡捡到到1122斤斤重重大大甲甲鱼鱼
四只爪子少了仨，市民只问不买

本报6月16日讯(记者 刘涛)

近日，惠民县清河镇一村民沿
黄河边散步时无意中捡到一只
重达12斤的大甲鱼，直径约30厘
米。因其体型较大，引来不少村
民围观。

近日，论坛一则“黄河边上
捡到一只重达12斤甲鱼预售”的
帖子引起不少网友关注。通过多
方打听，记者终于找到发帖人刘
刚(化名)。原来，大甲鱼是他同学
的父亲在黄河边捡到的。

15日，刘刚的高中同学纪明
(化名)突然给他打电话，询问滨
州什么地方可以卖甲鱼。原来，
纪明的父亲最近得到一件宝贝，
一个重达12斤的甲鱼。

捡到甲鱼的人是纪明的父
亲纪纲(化名)，13日中午，他吃完
午饭后像往常一样在黄河边遛
弯，一只趴在岸边一动不动，脸

盆大小的甲鱼迅速袭入他的眼
帘。由于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大的
甲鱼，纪纲挽起裤腿慢慢将甲鱼
抱起，带回家中。

纪明知道父亲逮到一只大
甲鱼后，心里也异常兴奋，可是
苦于不知如何养活它，最后一家
人商量将大甲鱼卖掉，为它寻一
户好人家。

15日上午，纪明带着甲鱼在
市区渤海国际摆摊，同学刘刚也
闻讯赶来。当时甲鱼被放在一个
长约40厘米，宽30厘米的白色框
子里，引来不少围观市民。“由于
它体型大，问得人多，买的人
少。”刘刚说，甲鱼直径约30厘米，
重达12斤，不过它的腿脚似乎受
过伤，“四只爪子只剩下一只。”

摆了一上午，甲鱼还没有被
卖掉，回家后的纪明打算将大甲
鱼放生，至少为它寻一条活路。

李光华正在课堂上为学生认真讲解书法基础知识。

重达12斤的大甲鱼。

烧伤母女引市民关注

爱爱心心企企业业村村民民捐捐款款万万余余元元

无行医资格竟为患者打针输液
惠民审结两起非法行医案，两被告被判刑

本报6月16日讯 (通讯员
王倩 记者 王领娣 ) 没

有行医资格证，擅自开展诊疗
活动，近日，惠民县法院审结
了两起非法行医案件，被告人
田某、吴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分别处罚金
一万元、两万元。

田某中专毕业后，一直在
当地打零工，未找到一份理想
的工作。2008年10月以来，田
某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情况下，在惠民县何
坊街道办事处郭马村开办了

“天天药店”，在该药店内从
事 打 针 、输 液 等 诊 疗 活 动 。
2009年8月因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
活动，被惠民县卫生局责令停
止一切诊疗活动，罚款3 5 0 0
元。在利益的驱动下，田某不
知悔改继续从事无证诊疗活
动。2010年1月，因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
诊疗活动，田某被惠民县卫生
局再次责令停止一切诊疗活

动，罚款人民币8000元。2012
年7月，田某在进行诊疗活动
时被惠民县卫生局执法人员
查获。

家住惠民县桑落墅镇的
吴某也是在未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及其《山东省乡
村医师执业证书》脱审失效的
情况下，在自己注册成立的慧
欣药房内从事打针、输液等诊
疗活动。2009年5月8日、12月
21日，吴某因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
活动，被惠民县卫生局行政处
罚两次后继续从事诊疗活动。
2012年7月25日，吴某在进行
诊疗活动时被惠民县卫生局
执法人员查获。

惠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
被告人田某、吴某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非法行
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行医罪。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田某、吴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分别
被判处罚金一万元、两万元。

邹平青阳镇计生
服务扎根《青阳人》

本报讯 邹平县青阳镇
在自办的《青阳人》报刊上，不
断丰富着辖区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将计生知识传递到千
家万户。

《青阳人》为半月刊，是青
阳镇自编自排的报纸。镇党委
政府对计生工作充分重视和
支持，专门设立了计划生育专
栏。在报刊的显要位置，每期
都会刊登一些计划生育政策

法规、科学知识及时事。除此
之外，每期还会从计生干部、
村专干、育龄妇女所投稿件中
选取1—2篇优秀文章进行刊
登。《青阳人》大家争相传阅，
踊跃投稿，在全镇掀起了一股
全民学习的热潮，同时对宣传
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
推动作用。

(高新村)

本报6月16日讯(通讯员 冯
志强 记者 王领娣) 6月6日
本报以《煤气泄漏引爆炸 母女
超重度烧伤》为题，报道了许女士
因为忘记关闭煤气灶总阀门发生
爆炸，导致母女超重度烧伤的事
件，报道发出后，多位村民和爱心

企业为母女俩献爱心，共计捐款1
万余元。

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高家
村支部书记赵清彬得知许女士母
女被大火烧伤这一消息后，第一
时间向全体村民发起了倡议，号
召村民向母女伸出援助之手，帮
助她们。6月9日下午，仅半天时
间，该村共筹集爱心善款6620元。

78岁的五保老人高士奎唯一
的收入就是靠政府的救助，捐款
当天他拄着拐杖，用颤抖的手把

节省下的100元钱投入了捐款箱。
“老了，没本事了，我就给孩子攒
了这么多，盼她们早点好起来！”
高士奎老人说。

“全体村民为许女士母女的
遭遇感到惋惜，会尽全力地帮助
她们，希望她们能够坚强地挺过
来，也希望社会各界都帮帮这个
可怜的家庭。”赵清彬说。

另外，滨北街道办事处有几家
企业也为这对母女奉献了爱心，村
民和企业共计捐款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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