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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1月 28日，卫东区民政局
联合社工组织，陆续对辖区 169 名 10
岁以上困境儿童进行全面筛查，进行
心理健康测评及相关培训，后期将对
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孩子实行精准帮
扶。据了解，卫东区对困境儿童进行
全面心理筛查尚属首次。

当日上午，在卫东区未成年人保
护救助中心，17名困境儿童和家人在
喜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中级社工师、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朱智红的引导
下，友好互动，接受心理疏导以及消防
知识培训等。

“健康是什么？把你们的理解写
在纸上。不要担心，你认为对的都可
以写。”孩子们凝神思考，大部分答案
都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朱
智红告诉大家做得很好，健康还包括

“社会健康”。
“你是否经常咬指甲？”“是否总是

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你是否
经常想大声喊叫？”记者看到，现场每

位孩子需要完成一份包含100道题目
的“心理健康量表”，作为判断孩子心
理健康程度的依据之一。

卫东区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张红
杰说，经过排查，将为每名有需要的
困境儿童建立单独的、保密的心理档
案，定期进行心理疏导和重点帮扶。
此次筛查将分批进行，历时 5 天完
成。卫东区民政局和喜乐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还为全区233名困境儿童和
孤儿准备了食用油、牛奶、面包、喜乐
馒头等新春慰问品。

卫东区169名困境儿童
接受全面心理筛查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一分钟跳绳比赛、心肺复
苏技能操作比拼、健康科普竞演、健
康知识竞答……1月27日上午，一场
别开生面的“健康中国行动知行大赛
家庭专场活动”在市疾控中心南楼会
议室举行。来自全市的13个家庭战
队大人小孩齐上阵，上演了一场关于

“健康”的实力比拼。
为充分发挥家庭在树立健康观

念、传播健康知识、践行健康行为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市卫健委、市爱卫办、市
教体局、共青团市委、市妇联、市红十字
会、市计生协联合主办，市疾控中心承
办了此次活动。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
烈角逐，市中医医院家庭战队获得一等
奖；汝州市家庭战队、市第二人民医院
家庭战队获得二等奖；湛河区家庭战
队、郏县家庭战队、市疾控中心家庭战
队获得三等奖。

全家总动员
“健康”大比拼
健康中国行动知行大赛家庭
专场平顶山赛区活动举行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1 月 26 日，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的86岁张老太太从女儿家出
门后迷了路，幸好遇到好心保安和正
在巡逻的民警，最终安全回家。

据老人的女儿刘小莉介绍，她家
住姚电大道附近的山水华庭小区。1
月26日下午2点多，她和母亲张梅兰
在家看电视，她起身上厕所的工夫，
母亲不见了。她赶紧给丈夫王红卫
和其他亲属打电话，正在焦急寻找
中，王红卫接到了妻弟刘建民的电
话，称张梅兰已经被民警找到了。

原来，张老太太出小区门后就迷
了路，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了恒大名都
小区。“我当时看到这位老太太只穿着
毛衣、凉拖鞋在小区里来回转了好几
圈还不上楼，这么冷的天，我觉得情况
不对。”恒大名都小区保安代女士意识
到老人可能是迷路了，将她带到门卫
室，并把自己的工作服套在老人身上，
随后报警。

正在辖区巡逻的市公安局湛河
分局特巡警大队民警王强接警后，迅
速带领同事驾车来到恒大名都小
区。“老人说不清自己的家在哪儿，一
开始我们以为她就在恒大名都小区
住。”王强说，他们立即与小区物业取
得联系，并发动各个楼长在小区业主
群发布信息，试图寻找老人的家属。
等了半个小时，大家均回复称不认识
老太太。

王强随即和同事驾驶警车带着
老人找家。经过一番交谈，老人断断
续续说出自己的儿子刘建民在八矿
选煤厂工作等信息。几经周折，王强
下午5点半终于与刘建民取得联系。

随后，民警将老人安全送至山水
华庭小区。王红卫拉着王强的手感
激地说：“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这么冷
的天。”

八旬老人迷了路
民警保安伸援手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临近春节，年味越来越浓。家住卫
东区和园小区的居民肖云每年春节前
都会做花馍，除了自家人享用，还会送
给亲朋好友和邻居，为大家送去新年的
美好祝福。

做花馍是个技术活儿

肖云今年64岁，是新华区团结路小
学退休教师。1月28日上午，记者来到
肖云家，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黄色、紫色
和绿色的面团，红枣、葡萄干、剪刀、刷子
等做花馍的材料和工具一应俱全。

肖云先将面搓成长条状，两头按
扁，用水果刀做出兔子的脚丫和耳朵，
在脚丫上方放一颗红枣，然后弯曲，剪
出尾巴和后腿；用葡萄干做眼睛，用剪
刀剪出嘴巴，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就做
好了。她找来一个模具，用面皮做了一
朵紫色的小花贴在“小兔子”背上。“紫
色寓意富贵吉祥。”肖云一边贴花，一边
笑着说。

“来，再做个‘花开富贵’。”在花馍
制作过程中，和面、揉面、做造型，肖云
对每一道工序都很熟悉。不一会儿，玫
瑰花和大丽花造型的花馍就做好了。

“做花馍看着简单，其实是个技术

活儿，必须用心做。”肖云说，和面时不
要太软也不能太硬，面的软硬程度决定
着花馍的质量。硬了面发不好，软了做
造型不好看。

肖云会剪纸、画画，她把剪纸元素
和绘画技巧融入花馍制作中，别具一
格。“这些五颜六色的面团，是蔬菜泥汁
调成的颜色，纯天然，不含任何添加
剂。”肖云说。黄色、紫色的面团是将蒸
熟的板栗南瓜泥、紫薯泥和面而成，绿
色的面团是用菠菜打汁和面而成。

20多分钟过后，蓬松暄软、热气腾
腾的花馍蒸熟了。打开锅盖，浓郁的麦
香味和枣香味弥漫开来，浓浓的年味瞬
间爆棚。当天，来肖云家做客的小朋友
迫不及待地拿起花馍，一边吃一边夸
赞：“奶奶蒸的花馍好看又好吃！”

多年做花馍免费送人

肖云的父母是双职工，排行老大的
她经常帮父母做家务。一来二去，织毛
衣、做衣服、做饭，她样样都会。成家
后，她利用空闲时间自己裁剪，为一家
人做衣服、织毛衣、毛裤，节假日还变着
花样为家人改善伙食。“我儿子和孙子
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做的。”回忆起往
事，肖云一脸幸福。

2015年，肖云退休后将重心转移到

家庭中来。喜欢清静的她，每天除了外
出买菜、购物，多数时间都是宅在家里
养花，在网上学习编织手艺，陪孙子一
起做手工，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2020年，因疫情无法外出，她带着
上幼儿园的孙子一起将蔬菜、水果榨汁
和面做成花馍，受到家人的欢迎。她
将这些美好瞬间拍成照片，分享到微
信朋友圈，不少亲戚和朋友点赞。为
了让孙子多吃馍，每隔一段时间，她
都要做一些鱼、小狗、小花猫、玫瑰花
等形状的花馍。

在肖云的眼里，送花馍是一种爱的
传递和祝福。多年来，她都会在春节前
做一些花馍送给亲朋好友和邻居。她
做花馍，老伴儿秦笃柱总是抢着打下
手。“看着大家吃上老伴儿做的花馍，我
也开心！”“我儿子喜欢吃肖老师做的花
馍。”肖云的朋友许亚娟说，每次收到肖
云做的花馍，就感觉到年味来了，送来
的不仅是新年的祝福，更是朋友之间割
舍不断的情谊。肖云表示，只要自己身
体允许，会年年做花馍，让更多的亲朋
好友和邻居品尝到自己的手艺。

巧手做花馍 喜乐迎新春

肖云展示自己做好的花馍

家有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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