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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华：坚守放映岗位43年
河北威县

村村办起“孝心宴”

精神文明新实践

请柬亲手送达最礼貌

“我从 20世纪 70年代起，
就在农村放电影。刚开始，乡
亲们叫我‘放电影的好闺女’；
后来，孩子们叫我‘放电影的
好妈妈’；现在，大家都叫我

‘放电影的老太太’。”河南省
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
书记、经理郭建华说，“在我
当放映员的 20年里，共为观
众放映 13000多场电影；在当
站长和经理的 23年里，共组
织放映故事片、科教片 14万
多场次，观众达上亿人次。”

一句承诺，坚守43年

一块银幕，伴随着郭建华
从青春走过花甲，一句为农民
放电影的承诺，让她坚守农村
电影放映阵地 43 年。9 月 5
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
揭晓，郭建华当选全国道德模
范。

1976年，郭建华成为开封
县电影公司的一名农村放映
员。那个年代，农民一听说哪
个村放电影，十里八村的乡亲
们早早就背着孩子、拎着凳子
向放映场上奔去。“那时候，能
给这么多人放电影，我感觉真
幸福啊！”郭建华说。

1978 年，电影《烈火中永
生》刚在农村放映时，大家都翘
首以盼。乡亲们见到郭建华就
问：啥时去俺村放映呀？当时
郭建华已怀孕 7个月，但为了
让乡亲们尽早看上这部电影，
每天晚上要去 3个村放 6场电
影。放到第18个晚上，第二场

电影没放完，郭建华就疼痛难
忍，倒在放映机旁。乡亲们用
板车把郭建华拉回家，孩子早
产了。接生医生哭着说，孩子
不行了。两个小时后，孩子的
眼皮微微动了一下，总算缓过
劲来。丈夫喜极而泣，说：“你
放映的电影主题曲叫《红梅
赞》，孩子就叫红梅吧。”

二女儿出生时是 1982年，
当时郭建华在乡下放戏曲电影

《包青天》。电影还差一本胶片
没放，她就被送到医院，一个小
时后，二女儿出生了。因为这
部电影有句唱词“雪里梅花耐
霜寒”，郭建华就给她取名叫雪
梅。

情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员

20世纪90年代，农村电影
放映市场走下坡路，不少电影
公司相继关门倒闭。县电影公
司前任经理辞职了，上级决定
聘郭建华任公司经理。在郭建
华的带领下，濒临倒闭的县电
影公司又重新启动了。这一
年，大家心里都铆足了劲，电影
公司收入由原来的不足4万元
上升到了20万元。

“这么多年，苦过，累过，痛
过，但我为农民放好电影的信
念一天也没有改变过。只要一
坐在放映场上，机器一转，我就
随着剧情和观众一块儿落泪、
一块儿欢呼，忘记了什么是苦、
什么是累。”郭建华说，作为一
名老电影人，她爱电影，爱乡亲
们，爱农村，就想守好农村电影
这块阵地。

村里看电影缺少场所，她
带领职工反复试验，研制出了

“春雨”牌流动电影放映棚，并
获得了国家专利；在放映电影
前，她在各村镇广场组织盘鼓
队、广场舞等活动，既吸引了农
民观影，又增进了邻里和谐。

“经常有人问我，农村电影市场
缺乏吸引力怎么办？我采取的
是‘按需放映’‘菜单式点映’，
农村老人多，喜欢看戏，我就经
常给他们放《包青天》，老百姓
看多少遍都不烦；群众想了解
法律知识，我就给他们放《农村
防诈骗常识》。”郭建华说。

开封祥符区盛产花生，为
了让乡亲们获得更好的收成，
在郭建华建议下，河南影视集
团改变传统的拍摄手法，拍摄
了科教片《咱家花生好收成》，
影片有演员、有故事、有情节，
让农民在欢声笑语中学到了先
进种植技术。如今，祥符区 50
万亩花生不仅通过了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认证，还上了国际
航班，成为飞机上的休闲小食
品。

如今，她初心不改，依然坚
持在基层放映第一线。“电影是
我的生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把银幕高高地挂起来，让群众
文化活动火起来，让父老乡亲
们乐起来，让精神文明传播开
来。”郭建华说，只要乡亲们喜
欢看，她情愿当一辈子乡村放
映员！

据《光明日报》

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河
北邢台市威县孙家寨村都会举
行“孝心饺子宴”，为村里 65
岁以上老人和贫困户免费提供
午餐，至今已经坚持了 9 年。
现在，孙家寨的饺子宴声名远
播，逢开席，十里八乡的老人
都赶来现场。

如今，威县在全县推广孙
家寨模式，弘扬孝道文化，已
建成 220 多个孝老爱亲村。县
委每年命名表彰 20个“孝亲敬
老示范村”，引导各村树立好家
风、带动好村风、塑造好民风。

10 月 13 日，农历九月十
五。1000多名65岁以上的老人
在孙家寨村吃上了热乎乎的

“孝心饺子宴”。
2011年，付宏伟放弃城里

蒸蒸日上的药品经营生意，转
而回到家乡孙家寨村，创办

“孝道讲习班”。同时，率领义
工队伍为全村无人照顾的空巢
老人送上一日三餐，并为全村
65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准备两次
集体大餐。

从那时起，“孝心饺子宴”
就再也没断过。如今，孙家寨
村是远近闻名的“孝道村”，不
仅本村的老人，就连附近十里
八乡的老人都争先赶来参加。

在固献乡白果树四村，村
党支部书记吕方勇从 2017年 3
月份办起“孝亲敬老大餐”，本
村及周边乡村 60岁以上的老人
均可免费到村里就餐。

在威县，不仅孙家寨村、
白果树四村，220多个村都有了

“孝心宴”，饺子、大锅菜，老
人们吃得开心、聊得愉快。

为啥老人们都爱吃这样的
“孝心宴”？

“其实，谁也不缺吃喝，倒
不是为了那一碗饺子，主要是
在这里能感受到幸福、温暖。”
付宏伟道出了原因，“大家在一
起吃饭就像是一家人。”

“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
式，在全村营造浓厚的孝老爱
亲的氛围，将孙家寨村打造成
一个‘没有围墙的敬老院’。”
付宏伟说。

现 在 ， 孙 家 寨 村 建 起 了
“空巢老人服务站”，服务站澡
堂每星期都会为村里老人免费
开放，还规定年轻人洗澡，必
须带着父母一起去。

今年年初，威县确定了268
个乡风文明建设示范村，通过
开展文明美丽家庭、“好媳妇”

“好公婆”等评选活动，形成
“孝亲敬老齐参与、敲锣打鼓送
红花、大张旗鼓树典型、争先
恐后做表率”的生动局面。

威县还在各村设立“爱心
红包”，村民自愿为老人缴纳

“孝亲敬老款”，配套县乡村
“补助款”、社会“爱心款”、个
人捐助“慈善款”，通过“一缴
纳、三补助”的激励方式，实
现“孝心红包”增值。

晚综

请柬是用于邀请有关单位
或个人参加某种活动而发出的
礼仪文书。按篇幅大小、文字
多少、内容简繁可分为两种形
式。篇幅大、文字多、内容繁
可称为邀请信、邀请书。文字
较少，内容相对简单，印制较
为精美的称为请柬。请柬也称
为“请帖”“柬帖”，形式上有
横竖之分。请柬既是我国的传
统礼仪文书，也是国际通用的
社交联络方式。

托人转递请柬不礼貌 请柬
的递送方式很有讲究，古代无
论远近都要登门递送，表示真
诚邀请的心意。如今，大家一
定注意不能托人转递，转递是
很不礼貌的。请柬如果是放入
信封当面递送，要注意信封不
能封口，否则造成又邀客又拒
客的误会。

请柬一般由标题、称谓、
正文、结语、祝颂语、署名落
款六部分组成。请柬 （邀请
信） 的正文中有三个基本要素
不可缺少：事由，时间，地
点。邀请对方参加自己举办什
么活动的缘由，这部分必须书
写清楚，给被邀者决定是否参
加提供依据。举办活动的准确
时间，不但要书写年、月、日、时，
甚至要注明上下午。如果活动

地点比较偏僻，或者对于部分
人来讲不熟悉，就要在请柬上注
明行走路线、乘车班次等。

请柬中应避免出现“准
时”两字 在正文后可根据不同
的情况采用“敬请光临”“恭请
光临”“请光临指导”等结语。
在一些请柬上我们时常可以看
到“请届时光临”的字样，“届
时”是到时候的意思，表示出
邀请者的诚意。但是有些请柬
把“届”改成了“准”字，这
样就成了命令式，体现了邀请
者的高高在上，对被邀请者的
不尊敬，在请柬中我们应该避
免出现这样的结语。

在 当 代 的 请 柬 中 一 般 用
“此致、敬礼”的祝颂语作最后
致意。在文面的右下角签署邀
请人的姓名。如果是单位发出
的请柬，要签署主要负责人的
职务和姓名，以主邀请人的身
份告知对方。发文日期最好用
汉字大写，以示庄重正式。

晚综

垃圾分类 让家更美
□文 姜

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起草
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修正案(草案送审稿)》在首都
之窗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公开
征求意见时间截止到11月13
日。根据修正案草案送审稿的
规定，个人未将生活垃圾分别
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
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元
罚款。（据《北京日报》）

继上海、广州等地推行垃
圾分类政策之后，北京也即将
进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垃圾
分类其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我们

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之上，资
源和空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
必须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相
处，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我们才能享受
自然，从自然中受益。

曾经，在粗放式的管理体
制和发展模式下，我们坦然地
依赖着自然，盲目、贪婪地从
自然中索取，还傻傻地为自己
创造的价值和收益满足、喝
彩，对自己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犯下的错误却浑然不知。那样
的年代、那样的错误，是受了
人类对自身和社会发展认知的
局限。

直到我们遭遇头顶雾霾、
天降酸雨、污水横流、物种灭
绝、沙尘肆虐、江河泛滥、疾
病袭击……才恍然大悟，原来
大自然也有生命、有极限，它
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人类沟通、
对话。所谓“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人与自然“共处一
室”，本就是生命共同体，既
相互依存，又共生共荣。

环境就是民生，垃圾问题
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环境问
题，解决城市垃圾问题是大势
所趋、势在必行的大事。我国
多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
点工作已经开展了近 20 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素质
的普遍提升，垃圾分类工作也
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阶
段。近年来，多地相继出台了
地方版生活垃圾分类条例、法
规，特别是此前上海强制实施
垃圾分类以来，有关垃圾分类
的各种话题更是一时间成为人
们舆论热议的焦点。

如今，北京也即将加入到强
制分类的行列。有了上海的先
行示范，可以说为北京市民做了
一个良好的铺垫。每个生活在
城市里的人都在生产和制造着
垃圾，要从源头处治理垃圾问
题，就需要从每个人做起。只有
大家管好各自手里的垃圾袋，才
能推动整个城市环境的改善和
提升，这也是我们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应有之“道”。

郭建华郭建华。。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