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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金路

寒假期间，不少市民外出游玩，享
受假期的美好时光。随着景区加强文
明旅游宣传引导，越来越多的市民能
自觉文明旅游，传递文明新风，但在个
别景区，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仍然存在，
这让景区“很受伤”。

近日，记者在高新区九州洼月季
公园看到，有的游客将垃圾随手扔在
水池里、草地上，还有游客攀爬公共设
施。这些行为，让文明旅游蒙尘，让水
城风景黯然失色。我们每个人都应争
做城市文明的参与者和践行者，展示
聊城文明旅游新形象。

河西新村
移风易俗带来文明新风

文明旅游
别让景区“受伤”

本报讯（记者 蒲二利）2 月 23 日，
市民于先生向本报反映，自己在网上购
买了一些物品，商家通过韵达快递很快
就发货了，但是，物品到达聊城之后，却
迟迟不见快递人员配送。

针对此情况，记者联系了聊城市邮
政管理局。据工作人员介绍，聊城城区
韵达快递由于管理不善，出现了经营异
常的情况。2021年12月31日，该局在
其官方网站上已经发布了消费提示，提
醒东昌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
术开发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的消费

者谨慎选择使用该品牌办理快递业
务。该局也督促韵达快递上级网络，积
极采取应对措施，全力解决问题。如果
消费者在使用韵达快递时遇到问题，可
以拨打韵达投诉专门受理电话：95546，
也可以拨打聊城市邮政业申诉电话：
6012305。

聊城城区韵达快递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该公司面临严重的用工
短缺问题，快递员投递压力较大，影响
了投递时效。他们正在积极协调，争取
尽快解决运营异常问题。

聊城城区韵达快递经营异常
相关部门提醒消费者谨慎选择

百岁老人刘风兰

参与解放大西北 与朱德总司令合过影
文/图 本报记者 许金松

2月23日，初春时节，乍暖还寒。聊城市城区利民东路翠苑小区，今
年104岁的刘风兰正在家中收看有关乡村振兴的新闻节目。看到中国农
村的喜人变化，老人脸上露出了幸福、开心的笑容。

年过百岁，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中气十足。解放西北纪念章、“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和朱德总司令合影的老照片、山东省第二届戏曲观摩
演出大会荣誉奖章……这些物品见证着一名老军人、老党员、老文艺工
作者的家国情怀。

“想起小时候的事
儿，我就睡不着觉，我想
娘，娘也想我啊！”提及
小时候的事，百岁高龄
的刘风兰依然难以释
怀。

刘风兰原本姓丌，
1918年出生在山东临沂
蒙山脚下的一个小山
村，父母都是当地土生
土长的农民，上有5个哥
哥，她年龄最小。家里
虽然人多，靠着几亩薄
田和父母辛勤的劳动，
平日也能勉强填饱肚
子，一大家子在一起，也
是其乐融融。

但 是 当 时 社 会 动
荡，家里经常有土匪闯
入，无休止地抢粮食、东
西。天灾人祸让本就一
贫如洗的家更是雪上加
霜。为了活命，走投无
路的父母带着家人外出
逃荒时，忍痛把年仅8岁
的刘风兰送给了一户人
家，自此骨肉分离。

刘风兰没能再见父
母一面，这是她一生难
以割舍的痛。

虽然部队的工作和生活十分
艰苦，但与大家同甘共苦的日子，
对刘风兰来说却是一段特别快
乐、难忘的时光。在部队工作、生
活的这段时间里，最让刘风兰感
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是，在一
次进京演出时，她有幸与朱德总
司令合影留念。当时，刘风兰随
团赴京演出，演出结束后，朱德总
司令走上台与大家一一握手致意
并合影留念。朱德总司令那温暖
的大手、亲切的笑容至今令刘风
兰记忆犹新。

如今，在刘风兰家里，这张已
略泛黄的黑白老照片仍被完好地
保存在一个相框内，照片上和蔼
可亲的朱德总司令站在大家中
间，他的左侧靠边处便是刘风
兰。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刘风
兰扮演的是一位老人，拍照时还
没来得及卸妆。

多年来，这张老照片一直被
挂在家里显眼的位置，行动不便
的刘风兰还会经常在照片前停
留，追忆这段往事。

1952年，部队文工团人员调整，
刘风兰复员。复员后的刘风兰在国
内辗转多地，最终凭借着自己的戏
曲特长进入聊城地区文化局评剧团
工作，直至光荣退休。1957年，在聊
城工作期间因为表现突出，刘风兰
光荣入党，至今已有60余年的党龄。

刘风兰有一个女儿，因老伴去
世较早，多年来一直与女儿孙新慧、
女婿麻西华同住。老人的健康长寿
与女儿、女婿的精心照料密不可分。

多年来，老人最大的爱好就是
看新闻、写日记。老人关注国家大
事，写日记则寄托着她对家人的一
份爱，谁接送孩子、谁来做客了……
大事小情，老人都会记上几笔。

老人一生乐善好施，谁家里有
困 难 ，她 总 是 主 动 站 出 来 帮 忙 。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退休多
年的刘风兰主动跑到单位参与捐
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老
人又主动捐款 2000 元。“我出身贫
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
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做人不能忘
本啊！”刘风兰说。

一
生
的
痛

自
幼
与
生
身
父
母
分
离

1

2
参
军
入
伍

战
地
演
出
鼓
舞
士
气

3
进
京
演
出

有
幸
与
朱
德
总
司
令
合
影

后来，她随养父姓刘，取名凤
兰。因上户口时工作人员笔误，写
成了风兰。“到了养父母家里后，他
们都对我很好，还教我学戏曲，这
也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命运。”刘风
兰动情地说。

刘风兰慢慢长大，戏曲技艺也
小有所成。为了讨口饭吃，她进了
一家剧团，风餐露宿，全国各地到
处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直到 1949 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刘风兰经人介绍，在甘肃省天
水市参军入伍，进入西北野战军第
一军的文工团工作。就是在这一
时期，刘风兰与所在部队参加了解
放大西北的战役。家里的那枚解
放西北纪念章见证了那段历史。

“前方打仗，后方演出。当时，
我们文工团的工作就是通过慰问
演出鼓舞军民士气。不择地方，露
天地搭起台就开演。不等演出结
束，台下的很多战士就会被应急调
去前线。”刘风兰激动地说，“那时
的天气冷啊，一场戏演下来，手冻
得都解不开衣服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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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孙丽霞 记者 张
承斌）“十几年来俺们村里办白事，吃
的大锅菜每人每顿不超过10元。”2月24
日，高新区许营镇河西新村红白理事会
会长杨永旺告诉记者，“现在，谁家有喜
事，大家随个份子钱就完事，主家不必
再摆酒席。”

许营镇河西新村红白理事会以乡
村振兴为契机，在移风易俗常态化、长
效化上下功夫，引导群众践行新风尚，
传播正能量。比如修订了村规民约，明
确了红白事标准；组建移风易俗宣传劝
导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文
明祭扫、厚养薄葬等宣传；开展红白事
操办模范评选活动等。

刘风兰（后排右二）与朱德总司令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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