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各地倡导移风易俗，在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文明
有序开展清明节祭扫——

绿色“祭忆”，不变的是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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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县妇联创新志愿服务项目

“爱心小院”成了
老人的温暖家园

国网唐山市丰润区供电公司城郊供电所营业站站长吕佳骏

“在平凡岗位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河北日报记者 董琳烨

3 月 30 日 6 时许，吕佳骏就已来到
办公室，整理前一天的线损指标、电压
指标等工作数据，对班前安全会上每
个片儿区需要布置、强调的工作进行梳
理……正式开启一天的工作。

白天，深入一线对线路进行巡视、
现场勘查，认真排查一线供电安全隐
患；傍晚，一头扎进工作室，进行创新研
究，设计图纸、制作样品、编写资料，经
常忙到晚上11点多才下班。

“90 后小伙工作很踏实，特别有干
劲儿，别看年纪小，大家都很信任他。”

吕佳骏在他工作所在的辖区知名度很
高，说起工作能力，大家纷纷称赞。

记者：听说辖区的居民喊您“小雷
锋”？

吕佳骏：“谁说雷锋没户口？唐山雷
锋天天有。”这句话在唐山很流行，从小
听这句话长大，也深受影响。2020年的春
节是一个不平凡的春节，正准备好好在
家休息几天的时候，公司党委组建协助
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动员令
牵动了我的心。作为一名年轻共产党
员，在国家危难时，有责任、有义务站出
来。随后，我和父亲一起加入了志愿服务
队，主要负责服务3户武汉返回人员，为
他们送快递、倒垃圾，并配合社区进行
消毒处理。

雷锋是我从小以来的偶像，他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工作、社会和他人
永远充满着热情。在参加志愿服务的 3
个多月里，就想着多为社区居民做一些

有益的事。给园北社区、团结社区等 5
个社区捐赠了医用手套、酒精、84 消
毒液等防疫物资；期间几次下雪，为了
社区老人出入方便，铲出一条步行通
道……久而久之，辖区居民被我的行为
所感动，就有了“小雷锋”的称呼。

记者：您工作成绩突出，在获得的
所有专利中您最青睐哪一项？

吕佳骏：其实每一项专利的诞生都
有其重要意义，其中获得欧盟专利的钢
杆铁塔防滑落安全装置印象最为深刻。
在一线工作多年发现，工人们在铁塔上
作业以及上下 30多米高的钢杆铁塔危
险系数很大，而原有的防护装置稍显笨
拙，事故发生率比较高。

2017年，在一次看电影《蜘蛛侠》的
过程中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发明一种能
让工人们像蜘蛛侠一样在铁塔上自如
活动的装置就好了。因此有了发明防滑
钢爪的想法，但是这个制作起来难度很

大，对钢爪的材质、弧度等细节经过数
百次反复研究后，终于初具雏形。剩下
的就是实际操作，我亲自带上装置进行
攀爬铁塔试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
败、一次又一次的改进，功夫不负有心
人，装置制作圆满成功，现在应用于一
线，极大减少了铁塔工作的安全事故。

“螺丝钉精神”大概就是这样，心甘情愿
在平凡岗位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干一行爱一行，认真对待一个个不起眼
的“小事”，同样会熠熠生辉。

记者：职位转换后工作内容跟之前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吕佳骏：我是2019年7月被任命为
城郊供电所营业站站长，现在营业站辖
区32个村、1个小区，保障2.2万余户居
民用电，跟之前管理的 400余户高压工
商业用户相比，工作量明显增大。

由于历史原因，个别居民和厂企有
偷电的恶习，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
但抓偷电如大海捞针，工作量巨大。为
此，2020 年初，我们研发了低压窃电分
析仪，并在3月投入使用，极大减少了查
窃电工作量，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低压
线线损由原来的13%降到了4.1%，每月
减少国家损失 2.6 万元，一年减少损失
30余万元。

供电所核心工作是保障用户的安全
供电，辖区内线路严重老化、变压器容量
小，前期对2.2万余块老旧电表进行了更
换，新增了16台变压器，更换了14台变
压器。目前，正在为7、8月的迎峰度夏工
作做准备，对农村的老化线路进行换线，
全力保障好在夏季用电最高峰的用电
质量。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
清明节祭奠逝者、寄托哀思，是中国人延
续了几千年的习俗。如何在统筹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文明有序开展
清明节祭扫、寄托哀思？

今年清明期间，我省各地纷纷倡导预
约、错峰祭祀，鼓励公众通过鲜花祭祀、集
体代祭、网络祭祀等绿色方式，缅怀逝者、
寄托哀思；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祭
奠英烈活动，强化纪念缅怀和红色精神
传承。

追思故人

代客祭扫寄哀思

为每座烈士墓擦拭一遍墓碑，向每
位烈士敬献一束鲜花，为每座烈士墓拍
摄一张照片，给每户烈属书写一张寄语
卡片……3 月 29 日上午，晋冀鲁豫烈士
陵园举行“守护·2021清明祭英烈”集中
祭扫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庄严肃穆又简
洁的方式，代替烈属祭扫，向烈士表达崇
敬之心、感念之情、传承之志。

“非常感谢陵园的同志们，在这个特
殊时期，你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感到很
温暖……”烈士王天祥的家属周女士住
在石家庄，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到现场祭
祀，收到陵园寄来的照片，她专程打电话
向工作人员致谢。

别样的祭奠，同样的缅怀。向烈士
墓敬献花篮、擦拭墓碑、三鞠躬致敬、默
哀……3月30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30
余名工作人员，通过清洁园区环境、擦拭
墓碑（骨灰盒）和为每座烈士墓敬献鲜花
等方式祭扫烈士墓，并主动联系每一位
烈士亲属，利用视频、图片等方式向烈士
亲属实时展示代祭扫服务内容。

今年清明节期间，全省各地各有关单
位依托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和中华英烈
网打造的网上祭扫服务平台，充分利用自
有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渠
道，向外界展示与烈士有关的史料事迹，
直播工作人员开展代为祭扫英烈活动，组
织和引导群众广泛开展网上祭扫祭奠
活动。

据了解，近日，省民政厅印发通知，
提出精细精准施策、创新祭扫方式，满足
群众清明祭扫需求。要积极创新服务模
式，提供网络祭扫、代客祭扫、云祭扫等
便民、智能服务。

“疫情原因，今年我们不能去现场祭
扫了，希望工作人员能帮我们祭扫。”日
前，住在外地的吴女士通过电话，报名了
石家庄人民纪念堂推出的免费代客祭扫
服务。

“去年清明期间，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我们暂停了现场祭扫活动，并推出了

免费代祭扫服务，反响很好。”石家庄人
民纪念堂主任秦建勋介绍，今年，他们继
续此项服务，有需要的家属可通过电话
进行报名，工作人员将代其为已故亲友
擦拭骨灰寄存格位、行鞠躬礼等，帮助家
属追思、倾诉。“代客祭扫全程均有照片
记录，可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给家属。”

“鲜花祭”“云祭祀”

祭祀新风渐升温

近年来，网络祭祀作为一种祭奠新
形势，正在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市民加
入到“云祭祀”的行列中，倡导和推广这
种绿色、文明的祭祀方式。

“爷爷，请您放心，我一切都好，顺遂
如愿！”临近清明，石家庄市民高珉在网上
看到关于“云祭祀”的新闻，便通过微信公
众号“燕赵生命文化”，为逝去的爷爷创建
了祈福馆，并留言、献花，寄托哀思。

“祭扫只是形式，重要的是心意，只
要有心，在哪儿都能怀念。‘云祭扫’作为
一种新方式，可以选择尝试。”高珉说。

“在线祈福馆上有逝者个人生平介
绍和照片，祭扫页面可进行献花、献果、
点烛、留言，而且场景还可以修改，让祭
奠更为真实。”石家庄人民纪念堂副主任
邢国辉说，个人祈福馆建馆后，会形成一
个专属的“二维码”，亲属可将“二维码”
分享到微信家族群共同追思逝者。

邢国辉介绍，石家庄市殡葬管理处
推出免费“云祭扫”服务，市民可以关注
微信公众号“燕赵生命文化”，创建属于
逝者的个人祈福馆。截至目前，已有市民
为 4010 名逝者建立个人祈福馆，寄语、
追思等留言信息达9.3万余人次。

哀思“上云”，素花寄情。与以往烧纸
钱、点香烛不同，近年来，每逢清明节，我
省各地都积极倡导文明祭扫，推动移风
易俗，鲜花祭祀新风也逐渐升温。

采访中，不少市民告诉记者，在社会
各界的倡导下，绿色、健康、安全的祭祀
理念正逐渐深入人心。“朗诵一首诗歌、
写下一段寄语、献上一束鲜花，都能让清
明追思变得更加温馨、更有意义。”石家
庄市民张先生表示。

市场的变化反映着市民的需求。石家
庄人民纪念堂附近的一位商户说，“这两
年，很多人都不再购买烧纸了，直接用鲜
花或者假花替代。”在纪念堂门外的街边，
鲜花成了商户们摊位上最主要的商品。

一束鲜花寄哀思，别样清明一样情。
省民政厅印发通知，祭扫服务机构要创
建“无烟陵园”，积极组织开展“鲜花换纸
钱”“丝带寄哀思”“时空信箱”等活动，引
导群众选择文明低碳祭扫方式。

缅怀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讲解英雄事迹，表演红色情景剧，捐
赠红色图书……日前，邯郸市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初心剧社”走进邯郸市复兴区
实验小学，开展了以“讲述百年党史，传
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革命传统教育活
动，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入脑入心的“思政
课”。

3 月 30 日下午，在唐山市大钊公园
李大钊雕像前，唐山市27中开展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校园外党史教育课。

150 名学生挥动着鲜艳的党旗、国
旗、团旗，高呼李大钊的名言。他们发倡

议、诵经典、唱歌曲，用实际行动学党史、
悟思想、汲取奋斗力量。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今年清明期
间，全省各地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革命博物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
资源，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祭奠
英烈活动，强化纪念缅怀和红色精神
传承。

3月30日，柏乡县柏乡中学、明德小
学和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中鲁烈士陵
园开展了一堂特殊的队会课，少先队员
们通过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向英雄敬
礼、烈士碑前宣誓、聆听英雄故事等方
式，追寻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

“青山埋忠骨，看到墓碑上的名字，
我深受震撼。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和民族，
牺牲了自己。虽然身处和平年代，我们依
然要学习革命先烈的精神品质。”现场的
少先队员们纷纷表示，要不辜负先烈的
遗志，发扬先烈热爱祖国、顽强拼搏、无
私奉献的精神，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做
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

祭奠烈士英魂、传承英烈精神。各地
各部门结合实际，组织青少年开展“党史
领学人·清明祭英烈”“清明祭英烈 丰碑
励童心”等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在广大青
少年中厚植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深厚
情感。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需要了解祖国
和民族的历史。”省社科院政治文化教研
室主任贾玉娥认为，在青少年中开展纪
念革命先烈活动很有必要，可以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让青少年
走入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可以增强对历
史的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

河北日报讯（记者卢旭
东）3 月 20 日上午 9 时许，家
住清河县谢炉镇王双庙村的
闫大爷收拾好走出了家门，
和几位老人结伴来到村里的

“爱心小院”，准备看戏。在小
院东南角的厨房里，几名妇
女正张罗着一桌子饺子宴。

“村里的老人们聚到一
块儿，拉拉家常、下下棋，这有
肉有菜的，热乎饭吃着也舒
心。”如今，闫大爷和村里其他
老人一样有了新期盼，就是没
事了到“爱心小院”聚聚，这里
成了他们的温暖家园。

去年，清河县妇联与王双
庙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联合，共同创新打造了王双庙
村“爱心小院”志愿服务项目。
今年 3 月，该项目入选了中央
文明办《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工作方法100例》。

“基金+队伍”是“爱心小
院”办起来的保障。“村‘两委’

组织村内爱心企业捐助资金
成立志愿基金，用于‘爱心小
院’的基本开支。”清河县妇联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爱
心小院”基本运转，村里成立
了“美洁嫂”和“俏厨娘”两支
志愿服务队，由村里40余名家
庭妇女组成。“美洁嫂”帮助老
人清理家院，整理卫生；“俏厨
娘”三五人一组，每周六轮流
担任“爱心餐厅”厨娘，负责采
购、烹饪等相关服务，为老人
们免费改善生活。

此外，在县妇联的指导
下，村里设立了“积分激励机
制”。对村民拾金不昧、孝老爱
亲、互助友爱等善行进行评议
积分，群众可依据积分兑换日
常生活用品作为奖品。据介
绍，“爱心小院”运行半年来，
已开展综合性志愿服务活动
25 场，解决群众诉求 100 余
件，服务群众 1200 人次，兑换
奖励积分2000余分。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邢建
平）街道笔直宽阔，房屋整齐
划一，集中养殖区里牛羊成
群……日前，笔者走进香河县
五百户镇香椿营村，这个曾经
的“脏乱差”村庄正发生着喜
人的变化，焕发着新活力。

香椿营村是香河县唯一
一个回民村，全村共有810户、
2100 人，约 90%以上的村民从
事牛羊养殖，屠宰和加工相关
的生产、经营活动。过去，由于
多年粗放式经营牛羊养殖、屠
宰和加工产业，香椿营村的环
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村内粪
便堆积、街道污水横流，每家
门前搭建存放饲料的棚房，把
街道挤得只有5米宽。

为彻底解决脏、乱、差问
题，在五百户镇党委、政府的
支持和引导下，香椿营村积极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人居环
境整治。

“拆违”是第一步。全村的
私搭乱建近 5 万平方米，几乎
涉及每家每户，从哪儿开始？

村“两委”班子、党员、村民代
表等召开了一次大会，作出的
决定是：村“两委”班子带头
拆，党员跟着来。很快，村里的
私搭乱建全部拆除，27000 立
方米积存垃圾全部清理。

私搭乱建拆掉之后，村
里 开 始 拓 宽 街 道 、植 树 种
花，建设污水处理站，改造给、
排水管网，安装路灯，改造厕
所……结合回族风情，香椿营
村对全村民居进行改造，统一
门楼、墙壁和色彩风格，打造
成干净、整洁、美观、朴实的特
色庭院。村内美丽庭院创建达
标率为 96%，推窗见绿、出门
赏景的花园式人居靓丽呈现。

与此同时，该村以“文明
创乡”为契机，不断创新村街
治理模式，在《村民自治章程》

《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的
引领下，逐渐形成了共建共享
的文明新风。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香椿
营村成功获评国家级“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李智
力）“从今天起，现役军人一律
免费乘坐。”近日，在沧州市体
育馆，市区18位出租车司机自
发组织成立了拥军车队，每辆
出租车上都贴有拥军标志。

发起人杨恒强介绍，他的
儿子是一名海军，受儿子影响，
早在去年就有了成立拥军车队
的想法，由于疫情的原因而推
迟。“儿子当兵是我的骄傲，看
着儿子在训练中皮肤变得黝
黑、后背掉了皮，心里虽然很难
受，但依然鼓励儿子继续努
力。”杨恒强说，每次和儿子视
频结束后，儿子都要给他敬一
个军礼，他每次都默默地将儿
子敬军礼的画面截图留存。正
是这一个个的画面，激励着他
要为军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拥军车队成员除了退役

军人外，其余的都是军属。他
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出租车公
司，但都有一颗热衷公益事业
的心：免费送残疾人和老人回
家、中考和高考时免费接送考
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传
承着“沧州好人”的精神。

“希望拥军车队能够用实
际行动为军人作点贡献，让他
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拥军车
队里的老党员郑灵杰说，父亲
是名老兵，儿子现在也在沈阳
当兵，深深感受到军人对社会
的贡献，拥军车队就是想把

“拥军”这件事情做好。他表
示，目前名下有两辆出租车，
但由于自身工作原因，要将车
租给他人，但出租车贴上拥军
标志后，无论车租给谁，都会
和承租人约定好，免费让现役
军人乘车。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胡雁
冰）3月28日，石家庄“一家人”
志愿者团队到平山县寨北乡王
家湾村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种
下“致富树”，为平山大地增添
新绿，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山区背阴的大部分地方
都没有冻着，正是植树的好时
候。”日前，平山县寨北乡王家
湾村主任李树文给志愿者打
来电话。“一家人”志愿者团队
的孙国平、康凯、刘意等人纷
纷慷慨解囊购买树苗，随即组
织爱心人士到王家湾开展植
树造林活动。

当天一大早，志愿者们扛

着树苗来到寨北乡王家湾村，
顾不上休息，拿上铁锹，提起
水桶便开始植树。“我们要种
下的不是一般的树，而是助力
乡村振兴的杏树和板栗树，希
望 能 为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帮 上
忙。”“一家人”志愿者团队负
责人温德军说。

据了解，“一家人”志愿者
团队已坚持义务植树造林 13
年。自 2008 年开始，他们累计
在全省栽种果树1000余亩，并
经常性为果树浇水、杀虫、施
肥。为王家湾村义务种植果树
689亩、送去柴鸡 2万余只，促
进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香河县香椿营村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文明乡风拂面
美丽乡村入画

沧州18位“的哥”
自发组建拥军车队

石家庄“一家人”志愿者
团队义务植树13年

吕佳骏
（右）参与社
区 疫 情 防
控。
受访者供图

对话河北好人

3月30日，邢台市柏乡县中鲁烈士陵园，学生们通过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向英雄敬礼、在烈士碑前宣誓等方式，追寻红色记
忆，缅怀革命先烈。 河北日报通讯员 栗剑兵摄

好人名片：吕佳骏，国网唐

山市丰润区供电公司城郊供电

所营业站站长。在疫情期间，积

极响应公司号召，参加志愿服

务，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

在日常工作中，善于钻研，不断

攻坚克难，获得中国专利 34 项、

欧盟专利 1项，累计为供电公司

产生经济效益1200万余元、创造

社会效益 3亿余元。曾获“唐山

供电公司优秀青年”“唐山市学

雷锋十佳”等荣誉称号，2020 年

先后被评为“河北好人”“中国好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