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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好人”邵秀美：

瘦弱身躯为母亲和丈夫撑起一片天

邵秀美，高青县花沟镇北河
村一名普通村民。老母亲偏瘫
在床27年，她独自照顾；丈夫精
神残疾无法正常劳作，她不离
不弃。

她以不足百斤的瘦弱身躯
独自撑起一个温暖的家，2023年
1月，邵秀美荣获“山东好人”
称号。

老母亲偏瘫
她独自照顾27年

2022年，邵秀美57岁，她的
母亲91岁。回忆起母亲病倒那
天的情景，邵秀美历历在目。

1995年夏天，邵秀美像往常
一样打发自己9岁的大儿子去村
南头的姥姥家里陪伴寡居的老
母亲过夜。没想到第二天一大
早，儿子慌慌张张地跑回家来，
说姥姥怎么叫也叫不起床。邵
秀美连忙借了辆拖拉机，赶紧将
老人送去就医。经过医治，老人
虽然病情好转，但还是落下了偏
瘫的毛病。

母亲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谁来照顾她？家里一共姊妹四
个，个个都有难处。邵秀美的大
姐年纪大，大姐夫去世后，她自
己一直寡居；二姐耳朵聋，二姐

夫得脑血栓，其儿子还残疾；四
妹夫在工地干活时摔伤，瘫痪在
床。想来想去，邵秀美主动承担
起照顾偏瘫老母亲的重担，这一
照顾就是27年。

邵秀美对母亲的孝心没有
豪言壮语，而是融在一个个平凡
的日子里。早上6点邵秀美准时
起床做饭，然后伺候母亲生活起
居，天冷时背到屋里炉子旁的沙
发上烤火，暖和时再背到院子里
晒太阳，邵秀美不到100斤的身
躯有时一天要背老母亲进进出
出不下十次。

丈夫精神障碍
她独撑家庭一片天

尽管邵秀美说姊妹们家庭
特殊有困难，其实她自己家何尝
没有特殊情况？

邵秀美的丈夫身体状况也
非常不好，半夜经常突然起床绕
着床跑，说自己觉得心脏跳得
快，最后被鉴定出精神残疾二
级。得知丈夫患病后，邵秀美感
到天都要塌下来了。

丈夫得病后每年都要入院
治疗好几次，邵秀美不得不一边
照顾母亲，一边陪丈夫去医院治
疗，同时还得操持农田及家务。
每天下地回来，她都是拖着疲惫
的身体再为一家人洗衣做饭，按
时给丈夫服药，陪他聊天帮助他
缓解情绪。

家中主要生活来源还是依

靠十来亩耕地，虽然种植经济作
物挣钱多，但需要人工和时间伺
候，邵秀美一人也忙不过来，没
办法，她只好种植一些比较省心
的小麦和玉米来维持生活。

在邵秀美的努力下，虽说家
里日子过得拮据，但孩子们都孝
心满满。现如今，谈起邵秀美，
周围乡邻无不点头赞叹她的孝
道和坚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莉莉 通讯员 王
海波

为全面提升孩子的垃圾分
类意识，切实提高师生在校园、
家庭、社区生活中的垃圾分类水
平，山东响水涯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响水涯）联合
张店区绿杉园小学举办了主题
活动，从课堂延伸到课外，通过
多种手段了解垃圾分类，真正发
挥好“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示范
带动作用。

那么，学校该如何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呢？研学老师给
予了专业意见，在引导孩子们垃
圾分类从我做起的同时，呼吁大
家共同让垃圾分类之花开遍校
园的每一个角落。

老师介绍，小学阶段的学生
多数喜欢看图，学校可以加大宣
传力度，制作画面明亮、妙趣横生
的广告标语悬挂在走廊、树木上，
让孩子们能够随时随地感受到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从而将垃圾分
类习惯落实到每一次行动之中。

另外，研学老师建议为学校
各个班级配备专门的分类垃圾
桶，学校也定时播放生活垃圾分
类宣传短片，每个班级设置垃圾
分类小督导员，让孩子们互相监
督，从在教室投放垃圾时就分
类，慢慢地耳濡目染，习惯成自
然，效果就比较明显。

除了教室，建议在校区相对
明显位置设置“四分类”垃圾投
放点，配置红(有害垃圾）、灰（其
他垃圾）、蓝（可回收物）、绿（厨

余垃圾）4色垃圾桶，让学生们在
实践之中记住分类标准。

“实践”是最好的宣传。研
学老师建议，学校的垃圾一般以
纸张、书籍等可回收垃圾、食堂
产生的厨余垃圾为主，同时还有
少量的其他垃圾和水笔芯等有
害垃圾，让孩子们在倒垃圾的时
候分门别类就能起到记住如何
分类。

在推广垃圾分类的过程中，
研学老师建议各级学校要着重
将宣传和实践紧密结合。例如
各级学校定期积极组织学生进
行课外实践。鼓励学校将公益
活动的主题定为垃圾分类宣传。
例如鼓励孩子们在家长带领下
参观张店区垃圾分类示范社区
的优秀做法，然后落实到自己的
生活、学习之中，让垃圾分类不
仅局限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每
个学生身上，进而影响到一个家
庭，一个社区。

研学老师在这场主题活动
之中给学校在以后组织垃圾分
类课外活动给予了建议，在组织
各种课外活动时，可以加入垃圾
分类主题，例如开展垃圾分类

“变废为宝”活动，教同学们亲自
动手，用废弃的纸张做成各种环
保时尚的衣服，用废弃的纸壳
子、饮料瓶等做成小飞机、轮船
模型等教学道具，定期开展变废
为宝成果展览，营造争先恐后的

垃圾再利用氛围。学校还可以
邀请城市管理方面的专家走进
校园，开展各种关于垃圾分类的
讲座，督促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
落实。

在最近的垃圾分类实践活
动中，绿杉园小学的老师们参观
了响水涯的垃圾分类示范点，其
中他们的党建引领助力垃圾分
类的经验值得借鉴推广，他们组
建了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落实
主体责任，制定垃圾分类规章制
度，确定工作方案。引导工作人
员正确分类投放，提高生活垃圾
分类率和投放率，整体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落实落地见成效。

研学老师建议，在学校，在引
导孩子们开展垃圾分类的同时，
也要健全组织体系，发挥组织优
势，学校可根据相关实际，建立以
校长为组长的垃圾分类工作领导
小组、以工会主席为组长的垃圾
分类监察小组、以总务主任为组
长的垃圾分类保障小组等。不断
完善机制体制，推进垃圾分类
实效。

此外，研学老师建议，学校
可考虑逐步将学校垃圾分类工
作纳入常态化管理，将垃圾分类
工作与学校的文明班、文明组室
等评先树优挂起钩来。同时，在
校内通过评选垃圾分类优秀宣
传员、示范员、示范班等途径，树
立典型，鼓励先进。王玉娜

垃圾分类宣讲走进校园

淄博2月19日讯 “这个东
西叫‘节约’，是穿绳子用的，目
的是为了少打结，节约绳子，‘节
约’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一
般金属‘节约’用在马的缰绳上，
这件是陶制的，不知做什么用，
但却是真东西。”昨天，在高青县
博物馆内，专家为一名高青县的
藏友讲起了一件藏品的历史。

由淄博市博物总馆举办的
2023年首场常态化公益性文物
鉴定活动，昨天在高青县博物馆
成功举行，这也是2023年全省举
办的首场常态化公益性文物鉴
定咨询活动。活动邀请了省文
物鉴定中心文物鉴定评估专家
赵鑫桂，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库专
家陈旭，淄博市博物总馆资深鉴
定专家谭秀柯、明继烈参加。

“我和孩子开了5个多小时

的车，特地从聊城赶来。”鉴定活
动吸引了近百人关注参与，不少
收藏爱好者还专门从外地赶来，

65岁的刘丙虎就是其中一员，他
研究收藏十多年，今天特别带来
了几件瓷器，其中一件五彩花觚

虽然釉面精美，但是跟底款标的
年代对不上。专家认为可能是
民国的仿品，可以留着研究。

“市民带来了大量藏品，特
别是医药方面的古籍都非常珍
贵，还有一些瓷器，比如有一只
乾隆时期的霁蓝釉瓶，造型非常
美，也非常珍贵。另外，还发现
了一个元代官做的铜权（秤砣），
不但造型好，上面还有年代、记
录等文字，非常珍贵。”淄博陶瓷
琉璃博物馆副馆长谭秀柯表示，
为进一步普及文物收藏鉴赏知
识，满足公众收藏文物鉴定需
求，淄博市博物总馆除持续在馆
开展公益性文物鉴定外，还将联
合全市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
物馆，每月定期组织专家赴各区
县开展文物鉴定，届时欢迎收藏
者积极参加。

本次活动是为深入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的若干意见》和《“十四五”文物
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精神，按
照国家文物局等六部委《关于加
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促进文物
市场有序发展的意见》要求，经
国家文物局研究，决定在全国部
署开展常态化公益性文物鉴定
咨询服务。作为主办单位，淄博
市博物总馆曾荣获山东省常态
化文物鉴定咨询服务机构。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波 通讯员 赵冉

专家对一件清代的罐子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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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山东首场公益“鉴宝”成功举行

节约、铜权……高青民间宝贝真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