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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桂红：当好非遗传承“守艺人”

帮扶路上不掉队
让矛盾纠纷

“有结”变“有解”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
是一段记忆，更蕴含着对历史文化
的承载。多年来，家住潞州区梅辉
坡小区的吕桂红一直心怀非遗情
怀，努力做坚守传承的手艺人、宣传
教育的播种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传承非遗文化。

“什么是榫卯？榫卯是一种结
构方式，是两个木构件的凹凸部位
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在容
海学校五（4）班，吕桂红正在给学生
们讲解榫卯结构的定义、分类、优势
及其广泛应用。学生们通过学习，
不仅了解了传统木工艺术的精髓，
还体验到了动手实践的乐趣，进一
步激发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
热爱。为了更好地传承非遗文化，
今年以来，吕桂红每天都会为该校
学生上一节非遗公益课，让学生们
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增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
和认识。

受母亲的熏陶和影响，吕桂红
自幼便喜欢上了剪纸、布艺、刻花、
刺绣等各种手工艺活，也逐渐对非
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工作以
后，吕桂红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非遗
情怀，而是通过不断学习，丰富自己
的非遗技艺，以各种方式弘扬传承
非遗文化，特别是加入非遗童泽坊
后，让她更加感受到传承非遗文化
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走进百姓
日常生活，就要不断地融入时代的
新特征，才能吸引更多人加入“非遗
文化圈”。为此，吕桂红积极与长治
学院师生沟通合作，加强非遗产品
研发，让更多人喜欢上非遗文化。

对于传承非遗文化，吕桂红也
有着自己的理解，想要让非遗传承
下去，就要为“老手艺”找到“新朋
友”。她走进校园、社区，进行一场
场公益讲解，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
不懈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非
遗、关注非遗、传承非遗。

王沁宝

本报记者 许福勇

以“情”融化坚冰，靠“理”
解开心结，用“法”化解矛盾。
我市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加强矛盾纠
纷源头治理，加大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力度，让群众的“烦心
事”变“顺心事”，让矛盾纠纷
从“有结”变“有解”。

一棵树苗起矛盾
民警耐心息纠纷

11 月 7日，长子县公安
局南陈派出所接到群众李某
报警，称自家的果树苗被邻
居张某砍掉。经了解，原来
张某以为路边这棵果树苗无
主，便擅自砍伐，结果被主人
李某撞个正着，双方为此发
生了激烈争执。

倾听了双方的诉求后，民
警对张某砍毁果树苗的行为
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同时
从“远亲不如近邻”的角度，劝
导李某邻里之间要和谐相处，
切莫为逞一时之快而伤了和
气。经过苦口婆心的说服教
育，张某主动向李某道歉，表
示愿意赔偿损失，而李某也欣
然接受了调解，同意不再追究
张某的责任，双方都表示以后
会通过友好沟通的方式解决
问题，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
就此熄火。

工资结算生冲突
民警调解促和谐

11月8日，长子县碾张乡
某工地的工人因工资结算问
题，与承包方发生争执，双方

剑拔弩张，矛盾一触即发。接
到报警后，长子县公安局碾张
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民警一边安抚工人们情绪，引
导其要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
来解决问题，而非采取过激行
为，一边向工程负责人及工头
讲法律、摆事实，详细阐释了
拖欠工人工资所涉及的法律
责任和严重后果。经过数小
时沟通协商，最终双方达成一
致意见，承包方承诺两天后结
算所欠工资。至此，一起讨要
薪资的矛盾纠纷被妥善化解。

情侣分手引纠葛
民警悉心解心结

日前，襄垣县公安局富阳
工业园区派出所经过三个月
的努力，成功调处一起因经济
问题引发的婚恋纠纷，化解了
双方的怨念。

原来涉事双方在谈恋爱
期间有一些经济往来，感情破
裂后为此纠缠不清，导致发生
肢体冲突，民警曾组织二人进
行调解，但因双方分歧较大无
果而终。为避免矛盾激化升
级，民警不厌其烦分别多次联
系双方当事人并上门调解，进
行情绪上的安抚和疏导，了解
双方诉求，消除双方怨气，从
情、理、法等方面展开耐心的
劝导和教育，引导二人换位
思考互相理解。终于在民警
三个月的不懈沟通下，双方
情绪逐渐冷静下来，并相互
致歉达成一致意见，承诺不
再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

吕桂红创作剪纸作品。

——我的驻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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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午后，阳光灿烂。“王书记，最近忙不
忙呀，有时间来我家坐坐吧，咱们好久没聚
了！”这通电话瞬间将我的记忆带到了那段九
年多的驻村帮扶岁月里。

做百姓做百姓““自家人自家人””

2015年8月15日，面对单位人手少、女同志
多、党员少的实际情况，我主动请缨，被沁县县委
组织部正式选派到沁县杨安乡韩庄村任职。

韩庄村隶属沁县最南乡镇杨安乡，远在县
城百里以外，交通十分不便。入村后我召集支
村两委、村民代表认真研究，针对村情制订养
牛发展规划，干群一心抓产业，脱贫攻坚取得
实效。

韩庄村贫困户孙保平两个儿子一个上初
中，一个上小学，妻子是聋哑人，家里全靠饲养
两头牛卖钱供孩子上学。

孙保平55岁，是个直脾气，常常因为妻子
做不熟饭对妻子非打即骂，家里很不和谐。家
访时，妻子用手势比画，诉说着心中委屈，我也
不懂手语，只是用模仿的简单手语动作来安慰
她。后来，我成了他家的常客，一方面宣传党
的富民政策，耐心细致做孙保平思想工作，另
一方面帮着他的妻子操持家务，打扫卫生。之
后，我专门两次去韩庄村，孙保平的牛群新增
了3个牛犊，土房变成新瓦房，大儿子复员就
业，二儿子在太原打工，彻底改变了贫困面貌，
成了乡村振兴产业致富的带头户。

说百姓说百姓““自家话自家话””

由于单位改革职务变动，我进入农业局工
作。2017年4月，单位谈话让我去沁县定昌镇
福村任驻村工作队长。

福村是个有400多户、1200多口人的大
村。驻村不到半年，我的帮扶对象王国伟半夜
突发疾病，将其母亲的头部击伤，鲜血直流。
我赶忙和村干部把受伤老人送到乡镇医院包

扎，并当场垫付医疗费用。为防止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我和大家伙儿商量让王国伟到医院治
疗，但费用成了个大问题。老人年事已高，体
弱多病，嫁到邻村的女儿家境也不宽裕。为解
燃眉之急，只好做出主家、村委会、工作队三方
凑钱治疗的决定，我拿出1000元协助村委干
部把他送到医院治病。

去年春天，我到王国伟家看望时，病愈的
他容光焕发，前年老母亲住上了崭新的移民
房，一见面就高兴地和我说：“老王对我家有
恩，我真应该好好感谢你！”

“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党和政府，感恩我
们生活在好时代！”拉着王国伟的手，我久久没
有松开。

办百姓办百姓““自家事自家事””

2020年6月，因工作需要，我再次被县委组
织部派驻沁县沁州黄镇盘道村任职第一书记、
工作队队长。结对帮扶工作中，我结对距村委
远且交通不方便的盘道村村民李和平。李和平
夫妇有3个女儿，妻子患病瘫痪在床多年，三个
女儿还在读书。李和平喜好喝酒，经常是酒气
熏天。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畏缩。每隔一天
就去他家走访，饭桌不干净我去擦，沙发有灰尘
我去掸，地上十几天的垃圾我去扫，做饭延时
我帮助，农活干不完我帮忙。生活上晓之以理，
工作上动之以情，一个月下来，他明显转变了对
我的态度，跟我相处像亲兄弟一般。从2021年
开始，李和平家人均纯收入增幅在25%以上，家
里门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段驻村路，一生帮扶情。退休的这两
年，我心里并没有卸下这副担子，心里还装着
对韩庄村、福村、盘道村的春耕备种、产业发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些事儿。村民们见到
我也从一开始的“王书记，你来了”，变为“老
王，你回来了”。那一刻的变化，让我明白了

“驻村帮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