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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早晨7时许，凛冽的寒风冻
得人瑟瑟发抖，李海滨急匆匆地赶往高唐
县第四实验小学。

李海滨抵达高唐县第四实验小学
后，趁着学生们还没到，他和该校参与护
学岗的几名家长志愿者迅速做好护学准
备，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劝导家长即停即
走，学生过马路时，他们就拉起“人墙”，
为学生开辟一条绿色通道。作为该校护

学岗的唯一一名交警，李海滨还有一项
职责——疏导交通。大约 20 分钟后，学
生都已安全进入校园，李海滨和其他家
长志愿者又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

先护学，再去上班，8年来，李海滨已
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节奏。

从部队退役后，李海滨成为高唐交警
大队宣传科的一名辅警，本职工作是面向
社会宣讲交通安全知识。没有路面执勤
任务的他自告奋勇，在高唐县率先发起护
学行动。

谈起开展护学行动的初衷，李海滨

说，他的女儿上小学时，他负责接送，发现
不少家长在车里目送孩子进入学校后才
放心离开，但如果每个家长都这样，就容
易造成交通拥堵。

李海滨向高唐交警大队汇报了这个
情况，并提出在学校门口设置护学岗的
想法，该县交警的护学工作就此展开。
学校多，警力有限，于是，李海滨又倡导
志愿者参与进来。

2016 年至今，高唐县从最初的一个
人护学、几个人护学，发展到现在每天都
有几十个人护学；设置护学岗的学校，也

从一所增至多所。
如今，他的女儿已经上了高中，他依

然在小学门口护学。“有的家长问我，你
的孩子不在这里上学，你怎么在这里护
学？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因为我的孩子
才护学的，我是为了大家的孩子。”李海
滨说。

“我爸爸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上
小学的时候，就看到他和其他家长在学校
外面帮助小朋友过马路，他不仅保护了
我，还保护了其他学生，我觉得非常骄
傲。”李海滨的女儿李玉博告诉记者。

李海滨：风雨无阻护学8年

本报讯（刘学 史晓玲）1 月 18 日，东
街村史馆启用暨乡村文化惠民活动在
莘县张鲁回族镇东街村举行，以配合
做好“2024 春节山东乡村文化旅游节”
活动，进一步活跃乡村春节文化氛围。

此次活动由山东省社科联主办，聊
城市社科联、莘县县委宣传部、张鲁回
族镇人民政府承办，山东省戏曲理论研
究会协办。

东街村是聊城市重点革命老区村，
陈赓、宋任穷、杨得志、赵健民、马本斋等
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
过。抗日战争时期，回民游击队曾在东
街村驻扎。解放战争时期，东街村村民
积极参军、踊跃支前。

东街村史馆以党建引领、社科赋能、
文化铸魂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打造，分
为村情概况、大事记、革命老区、党建阵

地、组织建设、乡村振兴、民俗文化、社科
阵地八个区域。

“东街村史馆”五个大字由全体村民
提供的 312 幅照片组成，承载着东街村
人的记忆。

展览以时间顺序和村庄发展逻辑
排序，从村庄历史起源开始，围绕村庄
大事记徐徐展开，接着展示红色文化，
再由红色文化连接党建阵地和组织建

设，延伸出乡村振兴以及多姿多彩的
民俗文化，最后是以社科普及为主题
的内容。村史馆也是该村舞蹈队、秧
歌队的活动场所。

当日，乡村文艺展演及张鲁回族镇
土特产展销活动在东街村马本斋广场
举行。

（本文配图由史晓玲、张思嘉拍摄）

张鲁回族镇东街村史馆启用

1月18日，在东昌府区铝艺编
织工艺坊，编织艺人魏福庆正在制
作龙年生肖工艺品。

随着龙年春节的临近，龙年生
肖工艺品迎来生产、销售旺季。该
龙年生肖工艺品采用工艺氧化铝
丝手工编织而成，色彩明丽、造型
美观，颇受市民欢迎。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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