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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综合 A5

□记者 王辉 文/图

本报讯 河北省沧州籍小伙
白晓建独自拉着一辆自制的架
子车去西藏，昨天上午，他在我
市叶县做短暂停留后，沿许南公
路踏上了去南阳的路途。

昨天上午11时，记者沿许南
公路驾车采访途经叶县田庄乡
三常路口桥北路段时，看到一名
头戴黑色棒球帽的男青年拉着
一辆与众不同的架子车行走在
公路西侧（右图），车把上挂着一
部手机，车尾插着两面五星红
旗，车身印着“徒步西藏”等字
样，十分引人注目。

经了解，该男青年名叫白晓
建，来自河北省沧州市泊头市交
河镇白屯村。11月15日，他独自
一人拉着架子车从河北省清河
县出发，一路沿国道或省道南
行，后进入河南地界，沿途经过
安阳、鹤壁、开封等地，至今已连
续步行36天，行程约1000公里，
平均每天行走二三十公里。

白晓建的架子车是他自己
设计的，由其家乡一家电焊铺专
门制造，车厢内装着锅碗灶具和

大米、食用油及蔬菜等总重200
公斤的物品。记者问他为何拉
着架子车去西藏？白晓建说，他
吃不习惯外面的饭菜，为了自己
做饭、带东西方便，减少旅途开
支，特意设计了这辆架子车，还
带了备用车胎。

12 月 19 日下午，白晓建来
到我市叶县县城，听说这里有明
代县衙后，他高兴地前去参观，
并在当晚花15元钱入住叶县一
家小旅馆。

“一路走来，我很喜欢参观
当地的历史文化遗迹，不求精
通，但求知晓。”白晓建说，他还
在郑州参观了河南博物院、在开
封参观了大相国寺等。途中，白
晓建用手机开通网络直播间，不
断与亲友、乡邻互动，大家都非
常关心他的行程与饮食情况。

昨天上午，记者看到叶县叶
邑镇倒马沟村村民卢海洋驾车
前来迎接白晓建，并邀请他共进
午餐。卢海洋说：“今天早上我
在（网络）直播间里看到他（白晓
建）到叶县了，并且沿许南公路
向南阳方向行走，就过来接他一
下。天太冷了，看到他一直喝矿

泉水，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暖瓶，
希望他路上喝些开水。”

白晓建说，一路上，得知他
只身一人徒步去西藏，许多路人
都很支持他，给他送开水送吃
的，让他很感动。

谈及此次出行的目的，白晓
建坦诚地告诉记者：“磨炼自己，
锻炼意志。”白晓建今年33岁，

初中毕业后，他打过工，干过机
修、车床等多个工作，也曾做过
生意，但无论干什么都三心二
意，没有干出点名堂，以至于过
了而立之年还是一事无成。几
年前，他与妻子离了婚，两个女
儿全由前妻抚养。因此他想出
去走走，锻炼意志，开阔视野，增
长见闻，进而找到事业立足点。

一场旅行

河北小伙拉车徒步去西藏
参观叶县县衙后直奔南阳

□记者 娄刚

本报记 昨天，我市摄影家张
国通的新书《花冈事件70年》出
版研讨会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
行。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小
波、著名摄影家于文国以及我市
摄影界人士40余人参加研讨，对
该书的价值给予高度肯定。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
义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共
强掳169批、38935名中国劳工至
日本。当时被强掳到日本秋田县
北部的花冈，为鹿岛组做苦工的
986名中国人由于不堪虐待，于
1945年6月30日晚举行暴动，但
遭到镇压，史称“花冈惨案”，又称

“花冈事件”。
据介绍，《花冈事件70年》新

书出版研讨会由河南人民出版
社、市美术馆、河南摄影报共同主
办。该书作者张国通自 1992 年
起至今的20多年里，远赴日本50
多次，实地调查并跟踪采访了“花
冈事件”的发生经过、历史背景以
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提
起的“花冈事件诉讼案”和至今仍
在进行的讨还历史公道的斗争。
该书由300余幅图片和丰富的文
字史料构成，是一部完整的史料
档案文本。

一本新书
《花冈事件70年》
研讨会昨天举行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12月19日下午，新
华区矿工路街道民政所和市创
一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的工作
人员一起来到困境儿童媛媛

（化名）家，为其送去了崭新的
床、衣柜、书桌等家具及学习用
品包、洗漱用品包等“新春大礼

包”。
“孩子大了，需要一个独立、

安全、干净的居住和学习环境。”
市创一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负
责人侯丽娜说，这些东西都是
由“焕新乐园”项目提供的。

媛媛今年11岁，读小学六年
级。媛媛很小时父母就离婚了，
母亲去了外地，6年前其父外出

打工后也再无音信。媛媛和奶
奶相依为命，奶奶没有工作，平
时靠拾废品为生，祖孙俩租住在
平煤神马集团一矿寺沟新村的
一间小平房里，生活比较困难。

据了解，“焕新乐园”项目
是由阿里巴巴公益和浙江省妇
女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低保
家庭儿童关爱公益项目。

一项善举

11岁媛媛收到“新春大礼包”

□记者 吕占伟 通讯员 陈留彪

本报讯 12月19日上午，由平
顶山学院、河南省美术馆、上海中
国陶瓷艺术家协会主办的“笠间
烧对话大河手造”——平顶山学
院中外教师陶艺作品联展开幕式
在河南省美术馆举行。参展艺术
家代表、各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
部分省内高校美术学院（艺术设
计学院）院长、平顶山学院相关负
责人参加了活动。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
月23日，展出包括平顶山学院客
座教授山路和夫、羽石修二、柳桥
修二等 15位日本知名陶艺家的

“笠间烧”陶瓷作品200件，以及
平顶山学院 21位专兼职教师的

“大河手造”陶瓷作品150件。参
展的21位专兼职教师中，既有李
逰宇、孟树锋等国内著名陶瓷艺
术家，也有周少华、张金伟、郭爱
和、林津、叶建新等中国陶瓷设计
艺术大师。

参展艺术家们将传统技艺与
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极具东
方神韵的陶瓷作品，展示了多元
化的艺术风格，也让中国的陶瓷
艺术家和广大市民近距离欣赏到
了日本“笠间烧”作品的艺术魅
力。

据了解，“笠间烧”始于日本
江户时代安永年间，迄今已有
260多年的历史。“笠间”是地名，
位于日本的茨城县，毗邻东京，该
地出产一种可塑性良好、黏度适
中的瓷土，由其烧制出的陶瓷作
品被称为“笠间烧”，在日本深受
大众认可。

一个展览

“笠间烧”对话“大河手造”
平顶山学院陶艺作品展在郑举行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昨天上午，郏县薛
店镇 72 岁的宋某在家吃排骨
时，一不小心把骨头吞咽到喉
咙处，幸亏郏县中医院医生及
时将骨头取出才化险为夷。手
术结束后，宋某的儿子握着该
院胃镜室医生杨可帅的手连声
道谢。

据该院医生介绍，昨天上午，
该院胃肠镜室接到电话，一位男
士称他父亲啃骨头不小心卡住了
喉咙。胃肠镜室主任杨可帅考虑
到患者年龄大、身体耐受力差，而
骨头又硬又容易嵌入食管壁内
部，如果划破颈动脉后果不堪设
想，遂立即组织科室同事准备急
救物品和防护措施。

昨天上午10点，宋某被送到
医院。在简单安抚后，医生对宋
某进行胃镜检查，发现在食管第
二狭窄处有一块约5cm的三角形
骨片嵌入食管壁，在科室同事的
配合下，采用网篮与异物钳将其
尝试取出，但因患者难受反应剧
烈，增加了手术难度。杨可帅临
危不乱，换以纤细的活检钳将其
缓慢取出，并给患者预防性地打
上钛夹，喷洒止血药物，近半个小
时后顺利完成了手术。

医生杨可帅提醒市民，平时
吃鱼或排骨时，遇到骨头或者鱼
刺卡住喉咙千万别吞咽，要及时
拨打急救电话，通过医生专业处
理，以防戳破食管壁。

一台手术
老人吃排骨时卡喉
医生助其化险为夷

中外人士观摩参展的陶艺作品。 陈留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