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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吕晓磊

“您的这份诚信比车厘子还甜！”1
月 12 日下午，市民李晓宇接到了来自
浙江的一位电商来电。

原来，前几天，李晓宇特地在网上
订购了一些新鲜水果的礼盒准备春节
期间走亲访友，但收到货后却发现商家
多寄了一盒车厘子，“水果也不好退，索
性就留下，但水果的钱得给人家补上，”
收到水果后的李晓宇第一时间主动联
系了商家客服，要求补上差价。

对于个人主动补差价的行为，李晓
宇说，虽然是商家发错了货品数量，但
没有付钱的东西自己还是不能要。“无
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做人都要讲诚信。”

李晓宇的诚信也让商家颇为感动，
在补差价的时候，主动为李晓宇打了折
扣，并特地给李晓宇打来电话表示感
谢，称赞他的这份诚信比车厘子还甜。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诚
信的传统美德永不过时，只有我们每个
人都恪守诚信，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才
能带动文明诚信新风尚。”李晓宇说。

“这份诚信比车厘子甜”
商家多寄水果，诚信顾客主动补差价

■ 文/图 本报记者 陈金路

“第一次登上光岳楼，太壮观了！”1月13日下午，
尽管天气寒冷又飘着细雨，但6位外国朋友登上光岳
楼后，都很兴奋，纷纷赞叹。来自希杰（聊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韩国朋友成保炅边用手机拍下周围的
景致，边对身边的翻译说，这里太美了！

1月13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外办、市科技局等部
门共同主办的“外眼看聊城”系列活动第十五期——

“迎新春 写福字 体验欢乐中国年”活动在古城举办。
当日下午，来自尼泊尔的聊城大学外国专家乔

希、来自巴基斯坦的法希姆一家四口以及韩国友人成
保炅，在翻译和聊城友人的陪同下，登上光岳楼，欣赏
古城风光。

6位外国友人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观看了光岳楼
专题片，对光岳楼600余年风风雨雨的历史进行了系
统了解。在乾隆行宫，巴基斯坦小朋友萨利赫和欧麦
玛好奇地与乾隆塑像合影。乔希边欣赏光岳楼的建
筑，边不住地赞叹，当听到讲解员说光岳楼全部都是
木质结构，并且多次修旧如旧时，他伸出了大拇指。
登上光岳楼顶层后，外国友人们纷纷拍照留念，尽力
留住登楼的美好时光。

随后，外国友人来到聊城水上古城“聊城·中东
欧之家”，在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方建光的指点下，纷
纷手握毛笔写起春联和“福”字来。当成保炅写完一
副“今岁欣看玉兔舞 来年喜听金龙吟”的春联后，难
掩内心的喜悦，兴奋地展示起自己的作品。此时，萨
利赫也写了一个“福”字，方建光不住地给予鼓励和
赞赏。

随行的聊城大学国际处工作人员胡玥告诉记
者，在登光岳楼的过程中，她与乔希、法希姆一家进
行了简单交流。他们表示，很荣幸登临光岳楼，对聊

城这座古老的建筑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们对参与书
写“福”字，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感到非常开
心。尤其写春联活动，勾起了法希姆一家曾在中国过
春节的美好回忆，他们期盼将在聊城度过的这个中国
年会更有趣。

当乔希听说聊城有望与加德满都成为友好城市
时，感到非常高兴。他表示，没想到自己成了两座城
市友谊的先行者，为此感到很荣幸。

活动期间，我市还开展了外国专家慰问活动，并
向外国专家赠送了纪念品，转达聊城市委、市政府对
外国专家的节日问候。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升聊城的国际传播力，讲好
聊城故事，传递好声音，聊城组织了“外眼看聊城”系
列活动，通过记录在聊学习工作的外国人“赏美景”

“品人文”等行走聊城的精彩历程，呈现第三方视角下
的中外融通。

登楼俯瞰古城 写“福”喜迎新春

■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兔年春节将至，大街上处处洋溢着新年的喜
庆气氛，一些带有兔年元素的传统手工艺品成为
迎接新年的“热销单品”。1月13日上午，在米市街

“非鱼手作”店铺内，一名小朋友对一个手工制作
的兔子玩偶爱不释手。

在这家不大的手作小店里，神态各异的布艺
兔子玩偶精致可爱、活灵活现。它们憨态可掬的
神态，复古的配色、温暖的手感，让前来选购的顾
客一时间被“迷了眼”。

“制作这些兔子的布料都是纯植物手工染制，
造型也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制作基本上都是手工
缝制。”刘新娟是这家“非鱼手作”的店主，也是这
些手工艺品的设计者和制作者。

在这家小小的布艺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
布制手工艺品，一排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布兔子
尤为引人注目。“这个系列是‘开花的兔子’，每只

兔子的头顶上都有一朵盛开的花，是我设计的新
产品。”刘新娟介绍。

“这毛茸茸的兔子，太可爱了，我要拍下来发
朋友圈。”几位在店里选购的顾客围在一起你挑我
拣，市民王敏选了两只憨态可掬的“四季发财兔”
玩偶，“今年是兔年，女儿一直要买兔子的装饰品，
这两只小兔子软萌可爱，既有兔年吉祥的祝福，又
有恭喜发财的寓意，摆在家里也很有品位。”

红色粗布做的萌兔加上白色翅膀，是“大展鸿
‘兔’”；兔子挂坠上加一个金钱造型的装饰，是“大
有前‘兔’”；乡土气息浓重的花布做成抱萝卜的

“‘兔’然暴富”……因为“兔”字的谐音梗，让这些
萌兔有了新的含义，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由于这些作品都是纯手工制作，刘新娟一天
只能做三四个。“随着兔年春节到来，这些布艺兔
子玩偶销量还挺不错。”刘新娟说，“借着这些作品
美好的寓意，希望大家能在兔年里‘兔’飞猛进、前

‘兔’似锦。”

新年就要“兔”个吉利

新年里的老味道

1月15日，东昌路上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临近新春佳节，我市到处张灯结彩，各式各样的灯组扮靓大街小巷，洋溢着浓

浓年味。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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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鞠圣娇

“现在想想，如果知道自己是脑梗，
我肯定会停车，不然发生了事故就危险
了。”1月12日，在市退役军人医院神经
内科一病房里，魏永华说起自己突发脑
梗的事，依然有点后怕。

今年43岁的魏永华是市退役军人
医院一名120急救车驾驶员，随时待命、
铃响即走是他的工作常态。最近一个
月，市民对急救资源的需求量激增，再
加上同事们陆续感染奥密克戎请假休
息，一直没有“阳过”的魏永华工作强度
更高了。

1月5日上午8点半，魏永华接到指
令，到利民西路水韵花都去接一位患
者。尽管有点头晕，但他还是像往常一
样开车出了门。从医院所在的皋东街
拐到利民路上时，他突然感到左手有点
使不上劲。在对患者进行妥善处置后，
他和同事开始返回市退役军人医院，这
时他的头晕加重了，左脚踩踏离合也不
太顺畅，“难道我也感染了？可昨天的
核酸还是阴性，不管咋样，先回医院吧，

可能还有病人等着呢！”想到这些，魏永
华集中注意力，凭借多年的驾驶经验和
肌肉记忆，平安驾车回到医院。

停下车，魏永华走进医院急诊科，
正巧碰上急诊科负责人崔有文。“主任，
你看我这走路直不直？我咋感到有点
头晕呢？”经验丰富的崔有文一眼就看
出他的问题，赶紧让魏永华做核磁共振
检查脑部血管，并随即联系魏永华的妻
子到检查室等候。

“没那么严重吧？我这些年体检都
很正常啊？歇会，说不定就过来了。”听
到魏永华这么说，同事们都开始劝他。

核磁共振检查显示，魏永华脑部有
血管已经出现堵塞，这是导致他头晕加
重、左侧肢体无力的罪魁祸首。在确诊
脑梗后，魏永华住进了病房。经过系统
治疗，他的症状好转不少。

“真想不到我这么健康也会脑梗。
不过，这几天说话越来越利索了，就是
走路还需要扶着，怕突然无力摔倒了。”
魏永华说，想到要暂别喜欢的岗位，他
内心有些不舍，“抓紧康复、抓紧上岗就
是我2023年的小目标！”

途中突发脑梗，拼全力完成任务——

这个120急救车驾驶员，好样的！

■ 本报记者 沈欣欣

在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沙王庄有
一位人人称赞的好媳妇，结婚30年来，
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重担，也支撑
起一个家，用爱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她就是詹春芳。

詹春芳出生在新疆伊犁，父母都在
建设兵团工作。1992年，她与在新疆当
兵的王爱章结识，当时王爱章身患疾
病，还因救助战友落下终身残疾，但詹
春芳没有在意，并在1994年跟随退伍的
丈夫回到聊城。

可没多久，丈夫的病情恶化，他浑
身浮肿，四肢无力，出现了血压高、蛋白
高、体温高、红细胞低等症状。

从那时起，詹春芳就独自走上了求
医问药的路。为了节省治疗费，从来没
学过护理的她开始自学输液、打针。在
她的精心照顾下，丈夫的病情得以稳

定，浮肿逐渐消失，苍白的脸色慢慢红
润起来，终于能够和她一起照顾年迈的
婆婆和双目失明、肢体残疾的大哥。

身教重于言传，詹春芳对家庭的付
出，她的一双儿女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2016 年，刚上大二的儿子报名参
军，去新疆成为一名武警战士，下连队
自己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在部队表现
优异，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

50年来，詹春芳的身份从军女儿、
军嫂、到军妈妈，一路走来，她感到无比
自豪。除了对家庭对军人的爱，詹春芳
还在公益的路上前行了17年。由于詹
春芳是稀有的AB型阴性血，属于特殊
血型，她为救一个白血病孩子无偿捐献
血小板达 7 年之久，坚持无偿献血 14
年，献血量近5万毫升，并自愿加入了中
华骨髓库，在红十字会登记了捐献遗体
和眼角膜。

用爱的力量撑起一个家
——记全省文明家庭詹春芳家庭

刘新娟制作的布艺兔玩偶刘新娟制作的布艺兔玩偶

黏豆包黏豆包（（资料图资料图））

■ 本报记者 马永伟

筋道的小麦粉、软糯的糯米粉，包裹着板栗、
玉米、红小豆、红枣、花生米、黑芝麻等多种健康食
材，经过一段时间的蒸煮，便成了口感软糯香甜的
杂粮黏豆包。晶莹的外皮中包裹的不仅有丰厚的
馅料，还有儿时的记忆和浓得化不开的年味。

1月11日，腊月二十，在千年古镇高唐清平的
黄河大集上，产自姜店镇西郭村的黏豆包，刚刚摆
上摊位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由于具有口感好、耐储存、易携带等特点，并

且“黏”和“年”同音，所以黏豆包是春节期间很多
家庭必备的美食。

在清平大集上，山东向阳花开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电商部经理白维良拿起一款板栗味的黏豆包
大声喊着：“看一眼过目不忘，吃一口唇齿留香。”

“黏豆包这个产品我们从2018年开始制作销
售，最初市场反响平平，后来转移到线上，大家的
反馈很好，回购率很高，产品直接就做开了。”白维
良介绍。

据了解，该公司产品主要是线上销售，抖音账
号名为“田野里的七月”，目前已有234万粉丝，获
赞量接近5000万。在抖音橱窗的好物推荐菜单，
黏豆包位列榜首。

低脂粗粮、皮薄馅足，独立包装、冷链运输，共
有9种口味可选。“田野里的七月”的抖音橱窗里，
关于黏豆包的介绍图文并茂、丰富生动，“很好吃，

贼好吃，每天可以当早饭吃，会一直回购。”不少粉
丝留言褒奖。

说起“田野里的七月”，就不得不提账号主播
郭铖铖。

真诚的笑容、淳朴的形象，在抖音上分享自己
6 年来的回乡创业经历：“有苦也有泪，但从未后
悔，未来希望自己永远热忱，永远热泪盈眶，永远
不缺乏重新再来的勇气。”如何将黏豆包这种儿时
的味道让广大粉丝认可并接受，将高唐坠面带火
之后，郭铖铖和她的团队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向老手艺人“取经”、产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和色素、生产的样品免费让亲朋好友品尝并征求
意见建议，同时调制了几种符合年轻人口味的馅
料，经过一次次的试错和工艺改进，这款农村普通
食物迅速崛起成为爆款网红美食。

黏豆包走俏黄河大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