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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要与人分享
刘翠艳

喜事简办成风尚 移风易俗入民心
——探访衡水市冀州区婚俗改革新变化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华北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套及外围地质研究所所长刘静

扎根油田一线的科研女匠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石家庄两名志愿者
为血液病患者捐献“生命种子”

对话河北好人

好人名片：刘静，1974 年 5 月出

生，华北油田公司二级技术专家、

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套及外围地质

研 究 所 所 长 。参 加 工 作 近 30 年

来，刘静始终坚守新区勘探研究

岗 位 ，勇 闯 沉 寂 40 余 年 的 河 套

“勘探禁区”，实现了“沙海擒油

龙”。她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劳动模范、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巾帼建功先进

个人等荣誉称号，参与的科研项

目荣获中国石油油气勘探重大发

现特等奖、一等奖，省部级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等荣誉。今

年 7月入选“河北好人”。

将婚礼标准纳入村规民约，大力倡导
婚事简办；打造集体婚礼基地，引导年轻人
积极参与；开展婚姻家庭关系辅导，涵养家
庭正能量……自去年5月24日被省民政厅
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以来，衡水市
冀州区结合当地实际，大力推行喜事新办、
简办，得到百姓积极响应及践行，简约适
度、文明健康的婚俗新风深入人心。

村规民约，破除攀比婚俗陋习

“婚礼总共用了小半天时间，摆了 5桌
席，每桌不超过 380元，严格按照村规民约
规定执行。而在过去，流水席一吃就吃两
三天。”8月24日，回忆起去年9月村民樊金
勇办的婚礼，冀州区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主任孙立虎印象深刻。

这场婚礼是新庄村公布村规民约后，
全村举办的第一场“简办”婚礼。

新庄村位于冀州区冀州镇南，全村
1300多人，过去村里人结婚攀比之风盛行。

“你家婚车用奥迪，我家得用奔驰；你
家摆席摆10桌，我家得摆20桌。攀比风气
越来越厉害，弄得有些人家婚事都办不下
去了。”孙立虎回忆道。

为遏制这股歪风，新庄村于 2021 年 4
月组织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并依据本村村
情，制定了详细的村规民约。根据规定，彩
礼不超过2万元；婚庆每桌用酒总价限100
元以内，喜烟限每包7元以内，需拆散摆放；
宴席饭菜以大锅菜为主，标准不超过8个菜

（四荤四素），每桌价格不超过400元……
在冀州区被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

区后，村里不断加大推动和引导力度，村民
结婚前要向红白理事会报备婚礼准备情
况，一旦有超出规定的，村干部会去家里做
工作。

“这个规定好！办婚礼就该量力而
行。”婚礼按照村规办，既有面子又“省钱”，
村民们无不拍手称赞。

如今，婚俗改革在新庄村推行已有1年
多时间，婚事简办在村内已蔚然成风。

“无论富裕人家，还是经济条件一般的
村民，大家办婚宴都是一致的标准，不仅刹
住了攀比歪风，也有效遏制了铺张浪费。”
孙立虎介绍，现在，村民们每场婚事办下
来，比之前能够节省少说一两万元，村民负
担减轻了，乡风文明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婚事“减负”，幸福加分。冀州区被确
定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后，全区382个村
镇都施行了类似于新庄村的做法，各地结
合实际设立了红白理事会，负责制定婚丧
嫁娶习俗，协助办理、监督红白事等工作。
在各地红白理事会的指导、监督之下，杜绝
铺张浪费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婚丧喜庆
简办正成为冀州区各地的新风尚。

示范引领，文明婚俗观念渐入人心

“虽然没有震耳鞭炮和奢华酒席，但整
个仪式庄重浪漫，场面非常震撼。”回忆起
去年参与的那场集体婚礼，冀州区年轻夫
妻潘慧泉、刘冬梅仍难掩激动之情。

集体婚礼活动在冀州区农光互补示范
园百合园隆重举办，来自全区的50对新人，
在喜庆的婚礼乐曲中登上集体婚礼大舞
台，接受着来自各方亲友的祝福。

“原本，我们计划办婚宴，准备请35桌，
每桌700元左右的标准，加上烟酒和其他开
销，少说得十来万。参加集体婚礼，这些花
销都省了，而且非常有意义。”潘慧泉说。

摒弃婚俗旧观念，需要新规约，更需要
示范引领。集体婚礼，是冀州区探索婚俗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加集体婚礼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主
张零彩礼、低彩礼，乐意婚事简办、喜事新
办，他们可以说是推动婚俗改革最好的‘宣
传片’。”冀州区民政局局长付洪元介绍，依
托于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条件，冀州区打
造了以“冀鲁豫边区省委党校”为主题的红
色集体婚礼基地、以“农光互补示范园”为
主题的环保集体婚礼基地和古典集体婚礼
基地，三个基地各具特色，为有意参加集体
婚礼的年轻人提供更多选择。

“今年，我们也计划在全区组织举办集
体婚礼，倡树简约、理性、内涵式婚俗礼
仪。”冀州区民政局办公室主任刘志云介
绍，冀州区计划将举办集体婚礼打造成一
种长效机制，通过这种婚礼形式，带动文明

节俭、健康向上的婚姻观念渐入人心。
婚礼简办，让“爱”加倍。为了更好地

转变年轻人的婚俗观念，冀州区民政局在
当地婚姻登记处设置了宣传点，每对前去
登记结婚的新人，都会收到一份《婚事缓
办、简办承诺书》。承诺书倡导年轻人“主
动做疫情防控、移风易俗的践行者、引领
者、宣传者，缓办、简办婚庆事宜”。此外，
工作人员会向他们传递有关集体婚礼的信
息，有意参加的，可随时报名。

截至目前，冀州区已为近百对新人举
办了集体婚礼，“婚事简办”“低彩礼”“零彩
礼”等文明新风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
受。

创新服务，涵养家风传递正能量

“请两位新人郑重回答我，你们是自愿
结婚的吗？”

“是！”
“请两位新人一起宣读你们的结婚誓

言。”
……
8 月 4 日，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冀

州区婚姻登记处婚姻登记员的主持下，一
对新人在“颁证室”里举行了他们的结婚证
颁证仪式。

宣读誓词、互赠鲜花、合影留念……宽
敞温馨的颁证室里，整个仪式简单而隆
重。两位新人激动不已，“没想到来领证还
能有一个如此庄重的仪式，让今天更值得
纪念了。”

为了更好地推进婚俗改革，冀州区在

优化婚姻服务上不断创新。“颁证室”的设
立，是其中一项亮眼工作。通过整合现有
场地，在婚姻登记处精心设置的“颁证室”，
不仅可在节日免费为新人举行颁证仪式，
还聘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
社会各界代表、杰出人士参与颁证工作。

此外，冀州区还探索设置了婚姻“辅导
室”和“调解室”。婚姻“辅导室”引入社会
力量，探索“社工+志愿者”服务模式，为新
人上好“婚前第一课”，帮助新人做好进入
婚姻状态的准备，从源头上减少婚姻家庭
纠纷的产生；“调解室”积极探索“调解+关
爱”服务模式，为广大群众开展家事调解、
教育引导等服务，通过开展婚姻家庭关系
调适，化解家庭矛盾，促进社会稳定。

“每一项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将
移风易俗、婚事简办等新理念贯穿、渗透其
中，目的就是要对新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进而将这些场所打造成为传播文明、传
承家教、传授家风、传递正能量的主阵地。”
付洪元介绍。

更好地为农村未婚青年服务，也是推
进婚俗改革的重要内容。冀州区民政局联
合工会、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未婚大龄
青年数据库”，设立“相亲角”、微信交友群，
通过“线下”“线上”等多种方式，为辖区广
大未婚青年牵线搭桥。

“我们将充分利用三年试点实验期，结
合冀州人文环境和风俗民情，在阵地建设、
文化建设、机制建设等方面主动发力，大力
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大幅提升全区精
神文明程度，让良好的婚俗文化成为冀州
亮丽名片。”付洪元表示。

刘静很忙。8月 23日上午，记者拨通刘
静的电话时，她正忙着为即将召开的专题
研讨会做准备。

“实在不好意思，我一会儿要参加一个
关于河套下步勘探方向的研讨会，现在正
准备发言材料，稍后再跟您联系。”电话那
端传来刘静敲击键盘的声音。

“这就是我工作的常态，下午还有一个
井位谋划部署的讨论。”当日 12时，刘静利
用午饭时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先恭喜您入选“河北好人”。日
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
人员李培生、胡晓春回信，对他们继续发挥

“中国好人”榜样作用提出殷切期望。对您
来说，这次入选意味着什么？

刘静：一纸书信，关怀万千。习近平总
书记的回信，既是对所有“好人”的关怀、勉
励，也为我们当好表率、发挥榜样作用指明
了方向。

很多人所处岗位、所做事情很平凡、很
普通，然而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用心做就
是专家、赢家。我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
行、精一行，在实践实干中大显身手，把本
职工作做细、做好、做扎实。

记者：当初，您为什么选择从事石油勘
探行业？

刘静：我的父亲就从事地震勘探工作，
可以说我是一名“油二代”。父辈们人拉肩
扛、战天斗地的“铁人”形象，在我幼小的心
灵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加深了我对“苦干
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的理解。因
此，报考志愿时，我选择了石油地质专业。
从华北石油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华北
油田地球物理勘探公司，进入地震勘探队，
从事野外地震资料解释工作，由此迈出了

“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第一步。
1997年，由于工作需要，我走上华北油

田新区勘探研究岗位。在石油领域，勘探被
称作整个生产链的“龙头”，担负着油气发
现的责任，对石油企业的发展走向具有重
要作用。这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作中
必须耐心细致，生活中还要耐得住寂寞。

记者：在油气勘探领域，新区并不是
“香饽饽”，您是怎么做到几十年如一日坚
守“冷门区”的？

刘静：我常和同事们说，一旦选定一个
行业，就要一门心思扎下去，心无旁骛地做
好这项工作。从事勘探研究工作以来，我始
终相信新区不是“不油之地”，而是等待开
启的宝藏。

2017 年，华北油田取得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境内的河套盆地部分探矿权。这
一区块面积大、勘探程度低、地质结构复
杂、相关资料老旧，此前40年间一直是啃不
下来的“硬骨头”。我觉得这既是挑战又是
机遇，所以便向单位主动请缨，成为巴彦河
套盆地项目负责人。

接手项目后，我才意识到我需要恶补
很多知识，便开启了“工作狂”模式。为掌握
矿权流转区块的情况，我与同事5次奔赴长
庆油田收集资料、开展技术交流，用 3个月

的时间学完、翻阅了100多部成果报告。
最终，经过无数次枯燥的绘图、计算、

研究，在我和团队努力下，我们提出部署的
5 口探井均获高产油流，实现了当年研究、
当年突破、当年上交亿吨储量的“巴彦速
度”。

记者：2019 年，您再次从“零”起步，承
担河套盆地北部区域临河坳陷油气勘探重
任，创造了华北油田在深层碎屑岩领域年
度上交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亿吨的纪录。
有的人会说您运气好，您是怎么看的？

刘静：在我看来，好运和机遇一样，从
来都是光顾有准备的人，而且更眷顾那些
勤奋和不放弃的人。

我总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为了更进

一步，每天都坚持学习、充实自己，同时主
动向地层“索取”更多资料和数据。

付出总有回报。在河套盆地北部区域，
我和团队继续沿着油气运移通道追根溯
源，利用各种资料综合分析，构建“多源供
烃、断砂疏导、临洼富集”的成藏新模式，构
思部署了风险探井，并获高产工业油流。随
后钻探的 20 余口高效井，探井成功率在
80%以上。

努力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业绩，
今年我们将研究方向聚焦于河套盆地临河
坳陷兴隆构造带的另一个富集油藏，带领
项目团队展开更加全面、细致、精准的精细
勘探，力争再为华北油田找到一个探明储
量超亿吨的资源接替新战场。

衡水市冀州区
为 50 对新人举行
集体婚礼，共倡勤
俭文明新婚俗。

衡水市冀州区
民政局供图

牡丹、芍药、月季、丁香、蔷薇……母亲是个爱花之人，家里不
大的院子里到处都是花草。每年一到春天，万物吐新，各种花儿就
像赶集似地相约开放，我家的小院总会芳香扑鼻。

因为芍药花的花期较短，且每年只开一次，所以母亲决定每年
芍药花开时，我家就举行一个“赏花大会”，算是给这一年的花事举
行一个隆重的仪式，为贫乏的生活带来一些色彩。

那天，明月当空，皎洁的月光洒在院子里的花草上，花香氤氲，
整个人像是在氧吧里呼吸，特别舒服。父亲特意换上 100瓦的灯
泡，把院子照得亮如白昼，我们摆放好桌椅，母亲拿出事先准备好
的花生、瓜子和彩色糖果。

一个老式茶壶被母亲刷洗得锃亮。那时候，家里买不起好茶，
但是巧手的母亲会采集各种花的花瓣或香草的嫩芽，用大铁锅慢
慢炒制烘干，储存在玻璃瓶里备用。暗红色的茶水弥漫着香气，我
们姐妹几个陪着父母围坐在圆桌旁，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美美地
赏花。

母亲站起身，让我们挨个儿挪了挪，又添加了一把椅子，并在
椅子上放上七彩布做成的厚厚椅垫。

难道今晚我家还会有客人来吗？望着桌上不多的花生、瓜子
和糖果，我们有些闷闷不乐，纷纷低下了脑袋。

“妈，咱家今晚有客人要来吗？”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对啊！咱家会有很多客人要来啊！”母亲笑着拢了拢齐耳短

发，又慢慢弯下腰坐在了凳子上。
我们一下把眼光投向大门口，看是哪个“不知趣”的人会来和

我们分享这美月花香。
母亲给父亲倒了一杯茶，又冲父亲摇了摇头，显出一副无可奈何

的样子。父亲笑了笑，用他那带有老茧的手轻轻敲了敲桌子，我们的目
光一下子从门口转到父亲的脸上，“孩子们，好东西要懂得与别人分享。
今晚，你们的母亲加出一把椅子来，是要把花香分享给我们所有的朋
友，包括星星、月亮、大树、风儿，我们要把这一季花开送给所有与我们
为邻的天地万物！”听着父亲的教导，我们的心中升起对父母的敬畏。

父亲和母亲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到春天，乡
亲们就会来我家分取花根、种子或是母亲扦插好的花苗子。尽管
有些花很名贵，但父母从不会舍不得。

不止是将花送人，园子里结了各种水果，母亲也从来不拿去集
市上卖。她用一个金黄的葫芦瓢装上，左家送一瓢、右家送一瓢，
直到最后剩下一些自己吃。幼稚的我们一度抱怨，母亲总是笑着
说：“来年树上还会结果呢！”

后来，我生了很严重的肺病，每天咳嗽得厉害，脸憋得老紫。
母亲特别焦虑，四处借钱给我治病。张婶卖了仅养的几只鸡，李叔
卖了圈里的瘦猪，王伯去城里卖了一整天的蔬菜……乡亲们拿着
不多的钱前来家里探望，七凑八凑，让我在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
疗，最终痊愈。

父母激动得热泪盈眶，“多亏了乡亲们的捐助，要不然，你的小
命儿早就没了。”后来，父母再把好东西送给别人，我们就不抱怨
了，有时还自告奋勇，帮他们去送。

如今，父母都不在了，但是他们“好东西要与人分享”的家风被
我们延续下来。

我们相信“爱出者爱返，有舍才有得”，在这个铺满荆棘的人生
路上，随时都会遇到风雨，一路同行，才会柳暗花明。

（作者系迁西县金厂峪镇金厂峪村村民）

秦皇岛

“红色驿站”传递温暖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琳烨）“这个小屋真是太方便了，不仅可以

休息、给手机充电，还能热菜热饭，免费上网。”日前，35岁的外卖
骑手李亮忙完工作后，走进位于秦皇岛市南园大街路边的“红色驿
站”，给手机充上电，顺便接上了一杯热水，小憩片刻。

让李亮赞不绝口的小屋是秦皇岛市今年重点打造的“红色驿
站”。今年以来，该市在党群服务中心、旅游景点、公交站点等人群
密集的地方建设“红色驿站”。这些“红色驿站”不仅配备休憩室、
饮水机、手机充电站、免费无线网络等硬件设施，而且还组建了一
支由来自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农村、社区的共产党员所组成的志
愿服务队，通过常态化开展“亮身份、树形象、做标兵”行动，为广大
民众、游客提供咨询、医疗救助等服务。

位于老龙头景区内的“红色驿站”面积有 40多平方米，市民、
游客来往不断。“有的游客没有口罩，我们可以及时提供；有的游客
不知道景区路线，我们就帮忙指路；有的游客需要查找住宿酒店，
我们也会帮忙联系……”在驿站值守的党员志愿者叶芳表示，“红
色驿站”的建设，不仅深化拓展了党员志愿服务的形式和内涵，也
让其成为为民众提供贴心服务的“新名片”。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8月18日和19日，石家庄两名志愿
者分别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第二医院，成功为两名素不相识的血
液病患者捐献了“生命的种子”——造血干细胞。据悉，他们是河
北省第613、614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90后的李跃腾来自石家庄新华区，是一名个体经营者。在2017
年参加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别
人生命，他主动留下血样，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

今年 7月中旬，李跃腾接到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
话，告诉他的血样与一名白血病患者的配型成功，并征求他是否愿
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是大事，一定要捐献。”李跃腾和家人商
量后，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他顺利通过了高分辨检测和健
康体检。

在同一时间，正定县的王先生也接到了配型成功的电话，另外
一名血液病患者正等待着造血干细胞移植。“非血缘关系的造血干
细胞配型成功率非常低，能配型成功，说明我们有缘分。”和李跃腾
一样，王先生没有半点犹豫，答应一定捐献。

对于王先生的决定，他的家人非常理解和支持。根据患者的
病情，8 月 13 日，王先生来到河北医大二院进行捐献前的准备工
作，“从打动员剂到采集，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说，骨髓移植非常重要，但对我来说，捐髓
就像献血一样，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两名志愿者都表示，今后，他
们将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宣传普及捐献造血干细胞知识，呼吁更多
人加入捐髓志愿者的队伍，共同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据介绍，石家庄市自 2004年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以来，
已有4.98万余名志愿者登记入库，占全省入库志愿者的30%，其中
成功捐献的志愿者达171例，占全省捐献总数的27.8%。

刘静在钻井现场查看岩屑。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