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涛 通讯
员 文慧蓉）这几天，36岁的韩先生
喉咙痛得厉害，睡不好，还便秘。经
医生检查，是因肺火诱发的咽炎，加
之工作压力大，无形中加重了症
状。春节过后，像韩先生一样有“上
火”症状的患者增多。1月 31日，市
中医医院脾胃一科主任、主任中医
师王雅春表示，“上火”有很多种类，
不可一“上火”就自行购买清热药，
要遵医嘱，辩证施治，对症下药。

“就火的性质而言，有虚火与实
火之分；就上火部位而言，有心火、
肝火、肺火、胃火、肾火的区别。”王

雅春说，如胃火旺，在临床中很常
见，多数为实火，表现为口腔溃疡、
渴喜冷饮、口臭、牙龈肿痛、上腹不
适、大便干硬、脸部三角区长痤疮
等；肝火旺，较为常见，主要表现为
头晕胀痛、面红目赤、口苦口干、急
躁易怒、耳鸣如潮、大便秘结、小便
黄短等，其中大部分患者为实火，也
有部分患者为虚火；肺火旺，主要表
现为发热、口渴、咳嗽、气喘、咽喉红
肿疼痛、小便短赤、大便秘结、舌红
苔黄腻等；心火旺，表现为心烦易怒
失眠，口舌赤烂疼痛，小便赤、涩、
灼、痛，舌尖红绛、苔黄等。

王雅春表示，降火要对症，肝火
旺者可用龙胆草、白芍、黄芩和雪梨
煮水喝；心火旺者可吃莲子，或煮莲
子百合汤；胃火旺者适合喝绿豆粥；
肺火旺者宜用莲子、银耳、雪梨加水
蒸两小时后食用。“如不适症状难以
缓解，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牛黄上
清丸、龙胆泻肝丸、三黄片、导赤丸
等清热类中成药。”王雅春提醒，不
可一“上火”就自行购买清热药，要
遵医嘱，辩证施治，对症下药。此
外，要规律生活，适当运动，劳逸结
合，提高免疫力。

本报讯（记者 郭晓
华 通讯员 戴娣）因玩手
机游戏太入迷，将随身行李
丢到安检仪上就离开了。
所幸，民警发现后及时归
还，让旅客安全踏上旅途。

1月 29日晚，太原车站
派出所民警在进站口执勤过
程中，发现安检仪上有一个
无人认领的黑色双肩包。民
警将失物拿到处置台，通过
包内的疫苗接种记录联系到
了失主李先生。

“您好，是李先生吗？
您的黑色双肩包是不是忘
了拿，请到一楼处置台认
领！”民警话刚说完，对方便
挂了电话，再次拨打，对方
又挂了电话。无奈之下，民

警通过公共视频，在第一候
车室找到了失主。当民警
找到李先生时，对方正在聚
精会神地打着手机游戏。
看到民警手里的包，对方才
恍然大悟，原来他一直忙着
玩手机游戏，丢了包都没发
现。

民警询问对方为何挂
断电话，对方表示以为接到
了诈骗电话。从民警手中
接过失物，李先生连连表示
感谢，并对挂断电话的行为
表达了歉意。随着返程客
流不断增加，民警提醒旅
客，返程途中注意安全的同
时，一定要清点好随身物
品，切莫马虎大意，以免耽
误行程。

本报讯（记者 袁剑
锋 通讯员 岳江涛）单元
门损坏产生安全隐患，春节
期间，三桥街道桃园北路东
社区十二中宿舍二号楼的
居民为此事烦恼不已。社
区网格员武利芳接到反映
后，先协调将损坏的液压杆
取下消除了安全隐患，并于
1 月 29 日找到维修人员修
好了单元门。

“春节我在岗，请大家
放心，有事联系我。”春节期
间，桃园北路东社区的网格
员武利芳把这条信息发在
网格群中，让居民能安心过
节。1 月 26 日早晨 7 时，武
利芳的电话响起，有居民反
映十二中宿舍二号楼单元
门的液压杆螺丝脱落，导致

单元门无法闭合。
“单元门损坏，进出人员

不受限制，我们的安全得不
到保障。万一损坏的液压杆
掉下，还有可能砸到人，隐患
较大。”接到居民反映后，武
利芳立即了解情况，并上报
社区。因春节假期找不到维
修人员，经商议后，网格辅助
员先将损坏的液压杆取下，
暂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随后，武利芳每天通过
网络和熟人寻找维修工，经
过努力，终于联系到了一名
五金店老板。1月 29日，液
压杆等配件凑齐后，单元门
终于被修好了。看着开关
自如的单元门，居民们都竖
起大拇指为武利芳和热心
的五金店老板点赞。

本报讯（记者 王丹 通讯
员 党红芳 文/摄）元宵佳节将
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与居民间的交流，1月 30日下午，
坞城街道太航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我们的节日·元宵节——
做花灯、猜灯谜”和谐邻里共庆元宵
活动，居民们欢聚一堂，提前“闹元

宵”感受节日气氛。
“家住暗角落，身穿酱色袍，头

戴黑铁帽，打仗逞英豪——打一动
物……”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
上百条灯谜，既有通俗易懂的趣味
题，也有较为复杂的抽象谜，许多灯
谜中还隐藏着关于党风廉政文化、
垃圾分类、法律等各种知识，兼具娱

乐性和知识性。
不少爱热闹的居民前来参与活

动，在志愿者们引导下跃跃欲试。
有的对着谜面冥思苦想，有的“咬耳
朵”互相交流，有的干脆拿出手机

“百度一下”，不一会便露出自信的
表情和神秘的笑容，每个人都自得
其乐。

元宵节自然少不了花灯。居民
们在志愿者老师指导下，利用起春
节剩余红包纸，巧手做出一个个“红
彤彤”的红包灯笼，瞬间将欢庆节日
的气氛拉满，在欢声笑语中也体会
到了收获的快乐。

居民刘阿姨高兴地说：“猜不对
灯谜无所谓，重要的是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且能从谜语
中学到新知识，让我们也与时俱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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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表格、联系学校、安排课程……1月27日，年味还没散去，张涛已
经开始匆匆安排新一年的艺术课程。在过去的4年中，他所负责的“大山
里的艺术创想”公益项目一直扎根乡村学校，陪伴孩子学习和成长，并为
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们带去了欢乐和希冀。这个公益项目被评为太原市
学雷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称赞。

为乡村孩子们的的
“艺术梦”插插上翅膀

古交市下辖 4个街道、3个镇和 7个乡，
丘陵山地超过全市总面积的 95%，村落小
学共 35所。由于环境原因，村民生活艰苦，
教育相对落后，客观上造成了乡村儿童受
教育不均衡的现状。

“90后”小伙子张涛是土生土长的古交
人。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关注乡村艺术教
育，琢磨着用自己的努力，为生活在这里的
孩子，启蒙艺术思想，注入绚丽色彩。“一个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文化课成绩，也须

‘文之于礼乐’。”张涛表示，让孩子们近距
离感受音乐之美、美术之乐，用艺术传递爱
与正能量，注定会让孩子们的成长之路更
加充盈快乐。

在这种想法的促使下，他和几个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联系部门，走访学校，最
终确定了“大山里的艺术创想”公益项目。
随后，大家确定框架、商讨形式，为“大山里
的艺术创想”公益项目注入内容和活力，
2018 年 6 月，“大山里的艺术创想”公益项
目上线，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项目是有了，但资金短缺的问题却
暴露了出来。张涛表示，项目开展初期，
他和朋友常常忙到脚不沾地，“学校分布
零散，我们几个每日奔走于学校之间，依
然难以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为此，
张涛和朋友们也考虑过缩减学校数量，
有针对性地为几个学校开展艺术教育，
但想起孩子们接触艺术而发亮的眼神，
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何不聘请老师解决这个难题？想
法在张涛脑海里灵光一现，他紧紧地抓
住了它。此后，他通过社会募款与 TF⁃
boys、EXO、李现等明星粉丝团队取得联
系，获得捐款四万余元，又与其他专业艺
术培训学校合作，一起为乡村学校的孩
子们开展艺术教育。

人力、物力、财力的进一步保障，为
“大山里的艺术创想”公益项目注入了后
劲，“大山里的艺术创想”在群山环绕的
乡土上悠然回荡，让美育浸润乡村课堂，
为孩子们带来了欢乐。

“大山里的艺术创想”公益项目的开
展，为乡村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音
乐、美术、朗读，陶泥、剪纸、肢体表演……
课堂上，老师们讲得认真细致，孩子们
听得津津有味。在实践环节中，老师则
与同学们一起动手，制作美猴王、哪吒、
长颈鹿、大象等泥塑，同时帮助孩子们
掌握描图、染色等剪纸技巧。有些孩子
们练习声乐发音不标准，老师则一次次
示范，矫正孩子们的发音，让他们的歌
声表达更加饱满圆润。

“大山里的艺术创想”公益项目将艺
术的种子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为他们
培养了兴趣爱好，锻炼了动手能力，增强
艺术敏锐，发掘艺术潜能，进一步增强了
孩子们的整体自信。除了艺术课程，公
益项目还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游戏等课
程，对乡村学生进行团体心理健康疏导，
培养他们的积极人格，使他们在课程中
构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今年 9 岁的彤彤是邢家社中心学

校 的 一 名 学
生。提起“大山里
的艺术创想”，小女孩
说，“在老师的带领下，我
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以后我也要当一
名音乐老师，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温暖他人，聚力前行。到目前为
止，“大山里的艺术创想”公益项目已开
展公益课程 152 节，为古交 8 个乡镇的
3040 人次困境儿童带去 5 种不同的艺
术课程体验，共计 440人次志愿者参与
到志愿服务中来。

记者 张慧

确定项目思路 积极争取资金 深受学生喜爱

做花灯 猜灯谜

居民欢聚一堂 感受节日氛围

节后“上火”患者增多“下火”还需对症下药

单元门故障有隐患
网格员协调解难题

痴迷手机游戏
丢了随身行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