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组“普法网红”新秀名单

今天是妇女节，祝各位女
性朋友节日快乐。看着铺天盖

地的节日祝贺，让我想分享前几天在地
铁站收获的那份“浪漫”！

3 月 6 日上午，我在地铁黄浦路站
下车，一抹亮眼的粉色瞬间抓住了我
的眼球。“哇，这是什么‘神仙’场景？”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片樱花“瀑布
墙”。仰头看，樱花“瀑布”从天花板倾
泻而下，就像一道浪漫的粉红色“瀑
布”。恰逢樱花季，这扑面而来的烂漫
太应景了。

环顾左右，装饰同样有爱。右边，粉
色电话亭少女心爆棚，仿佛诉说着甜蜜
的故事；左边，巨大的梦幻紫色蝴蝶装
置，好像下一秒就要翩翩起舞。再往左，
标签墙更是充满惊喜，我好奇地揭开一
张标签，上面写着：“种自己的花，做自己
的宇宙。”心里直呼：“这句话真好！”乘客
揭下的标签还有“她不等骑士，只寻利
剑”，以及“享受灵魂跟身体的松弛感”
等，每一句都与妇女节主题契合，这设计
真是超赞！

看着眼前美轮美奂的布置，我的心
都跟着雀跃起来，忍不住感叹：“樱花让
地铁站变得温馨浪漫，武汉也变得甜蜜
蜜的。”我立刻掏出手机拍视频，发现不
少女孩也被吸引，围在樱花“瀑布墙”前打卡拍照，“真
好看！”“我来帮你拍！”周围快门声此起彼伏。其中，一
位五十多岁的阿姨令我印象深刻，她衣着精致妆容淡
雅，拿着工作人员送的鲜花开心拍照，我当时就想，她
一定是个超热爱生活的人。

正当我沉浸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满脸笑容地递给
我一束花：“节日快乐！”那一刻我又惊又喜，这份礼物
太贴心啦！以往妇女节，我都是和家人逛街吃饭，收到
女儿送的花，这次陌生人的礼物让节日变得不一样了。

我迫不及待地与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这份惊喜，
他们都说：“太棒了！一定去打卡。”我还把视频发到网
上，网友纷纷留言：“地铁站也能看樱花啦！”“好想也去
领花！”

这次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武汉越来越美了。小
小的心意就能带来不期而遇的美好。真心希望大家都
能来武汉，感受这份独有的热情与浪漫！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米桃珠珠糖
（整理：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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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出 所我和我的

■长江日报记者樊友寒

在塑料布上喷水，平整地贴在LED画板
上，再将一页破损的古籍放置在塑料布上，
用小夹子一点点清理上面的污垢，这个过程
通常需要10到20分钟，这是古籍修复的第
一步——展平书叶，也是李洋洋每日都要重
复多遍的步骤。

31岁的李洋洋是一名古籍修复师，在她
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工作室里，每天都在上
演着一页古籍从破损到完整的“重生”。

从业8年来，李洋洋已修复上万张古籍，
工资从刚入行时的3000元一路上涨。“古籍
修复一般按‘叶’计算，一‘叶’相当于两面，
破损较轻的修起来不到一小时，严重的可能
需要一整天，价格不同。”李洋洋介绍。

零基础也能入门古籍修复师

2017年，李洋洋毕业于武汉商贸学院国
际商务专业。之后，她到北京做了半年的摄
影师助理，发现这一行并非自己兴趣所在，
她果断辞职。“我要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而
不是把工作当负担。”抱着这种坚持，她回到
武汉重新找工作。

看到一家文化科技公司招聘古籍修复
师，还接受零基础学徒。好奇的李洋洋投了
简历并成功入职。因为毫无经验，起初她完
全不懂古籍修复，公司派了前辈手把手教
她，还经常聘请行业内知名专家前来上课。
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学徒期，她才开始接一些
简单的活。

李洋洋还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份任务
是修复一本版心断裂的古医书，被定为四级
破损，大概有七八十叶，用时一周完成。她回
忆，当时完全不紧张，手特别稳，也很有把握。

“一般学半年到一年才能开始接活，但
也不能独立完成所有工作，仍需要前辈偶尔
在旁指导帮助。”她说，哪怕后期很熟练了，

也要经常看书、看网课、参加培训来精进修
复技术。

李洋洋接活由公司指派，拿固定工资，非
计件定酬。试用期月薪3000元，转正后4000
元，2 年后涨到 6000 元。再后来，她当了主
管，不仅负责修复、带徒弟，还掌握了古籍数
字化、著录等多项技术，工资又上涨了不少。

两个月修复一本古医书

3月5日下午2时许，李洋洋正在家中修
复一本《易经》，因纸张为竹纸，她猜测这是
清代的古籍。“等修复完看到序章就知道准
确年代了。”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围裙，长发
盘在脑后，坐在由餐桌改成的工作台前，用

蘸水的软毛刷小心地将古籍浸湿，面前架的
一部手机正记录修复过程。

这是李洋洋从旧书市场收回来的古籍，
因最近没有接活，她将重心放在了经营自媒
体账号上，把这本古籍的修复过程记录下来
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不少粉丝关
注。她分享的故事《我在武汉修复古籍》还
登上了长江日报“大武汉一日”栏目。

去年9月底，她从前公司辞职，10月就成
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目前工作室正处于发
展初期，工作量有限，只有她一位全职员工，

“忙不过来就找认识的修复师帮忙，给别人
提成”。

工作室成立不到半月，李洋洋的丈夫在
招投标网站上看到，武汉市一家单位招人修

复一本古医书。夫妻俩主动联系争取，拿下
了这个项目。690 叶，三级破损，历时两个
月，在两位兼职修复师的帮助下，该项目顺
利完工。

李洋洋介绍，收费由破损程度决定，程
度分五级，从高到低。如书叶虫蛀面积或粘
连面积达到 20%以上等情况会被定义为三
级破损。

分享视频引来年轻网友咨询拜师

李洋洋说，这份工作不仅需要胆大心细、
耐性好，还要学会自己找乐趣，不然很难坚持
下去。李洋洋在公司试用期间，陆续有十多个
人进入公司学习，最后留下来的只有4个人。

“有时古籍破损太严重，光是第一步‘展
平书叶’就要几个小时，注意力得保持高度
集中，避免失误导致古籍受损。”她分享，曾
有同事因稍不注意，下手过重将书叶戳得皱
在一起，恢复原状花了一天时间。所以感到
烦躁时，李洋洋会停下手里的工作，干点别
的，等心情平复后再继续。

李洋洋认为，在枯燥里找乐趣也十分重
要。修古籍时，她会留意古籍中的文字，比
如一些古时候的药单，想像当时作者写下这
些时的场景。隔了几百上千年，她还能触摸
到对方写的东西，感觉十分神奇。能帮助早
已不在的人将想表达的内容传递下去，李洋
洋有成就感。

“你看这里还有用中文发音标注的英文，
这不跟我们小时候学英语一样嘛。”她翻开一
本修复完毕的古籍，指着书叶天头（顶部）的
注解说。这是一本民国时期的书，每一叶顶
部都有一行英文、一行中文注释，还有一行用
中文写的英文发音，如：Sea（海）读“赛”。

李洋洋感觉，近几年，身边年轻的古籍
修复师越来越多。很多年轻网友看了她的
视频后表现出极大兴趣，询问她是否收徒。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多校开设了古籍修复
相关专业或课程。部分博物馆、图书馆和档
案室也提供古籍修复的培训和实践机会。

“能将古人想表达的内容传下去很有成就感”

李洋洋：在汉修古籍妙手补千年

■长江日报记者耿珊珊 通讯员吴静

3 月 6 日，武汉市第八届“普法网红”暨
“我的普法故事”短视频展示活动落幕，10组
“普法网红”新秀通过参演“我的普法故事”脱
颖而出，成为武汉普法网红团的新成员。

本届“普法网红”和“我的普法故事”短视
频征集活动经过首轮筛选，有20个脚本进入
创作阶段，每个脚本对应一组普法达人。经
过线下评审和线上展示等多环节展播，最终
10组普法达人荣获“普法网红”称号。

这些“普法网红”新秀中，有法官、检察
官、律师，还有执法人员、大学辅导员和老
师……他们来自武汉不同区域、从事不同行
业，却都在一线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用实
际行动讲述一个个良法善治武汉故事。

据悉，这是武汉连续8年以培育“普法网
红”来推动普法工作，“普法网红”活动已成为
武汉普法工作的特色品牌。

目前，武汉共有88名“普法网红”在基层
一线开展和参与各类普法活动。

乡村法庭法官田间地头普法

“除了开庭审案，我经常到田间地头普
法。”新科“普法网红”谢燕临是蔡甸区侏儒山
法庭的一名法官，调任半年走遍辖区63个村、
5个社区，行程近3万公里。普法视频真实记
录了法官谢燕临和法官助理杨新辉一道到田
间地头为村民普法的场景。

侏儒山法庭是武汉最西部的法庭，正在争

创全国法院第一批“枫桥式人民法庭”。谢燕临
介绍，法庭坚持“村村走，村村访”“边执法，边普
法”，就是希望能就地化解矛盾纠纷，让“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努力让法律离村民更近。

2023年底，侏儒山街一个村合作社的蔬
菜大棚先后遭到大风雨、大暴雪等极端天气
破坏，损失惨重。一开始，保险公司只愿意协
商赔偿三成。社员李金文为此急坏了，找到
法庭求援。谢燕临和杨新辉经过详尽调查，
通过释法，促成保险公司与合作社达成调解
协议，并迅速理赔到位，合作社起死回生。

“案子办完了，但是要做的事情还远没结
束。”通过走访，谢燕临深刻体会到，农民朋友
法律风险意识淡薄，农村旧的习俗和传统观
念，往往导致情与法的矛盾。普法在农村地
区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谢燕临说：成为普法网红，既是激励，也
是肯定。今年，将继续增强村民法治意识，引
导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之光点
亮乡村振兴之路。

政府采购严把监管关

来自武汉市财政局的陆恺以视频《政府采
购的阳光之路》参与展示活动。该视频用一个
生动的采购故事，表明了财政部门对政府采购
活动履行监督管理职能的重要性，同时也彰显
了法治的威严，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90后的陆恺2017年入职武汉市财政局，
负责政府采购监管工作。他介绍，视频中所
说的某医院项目采购故事虽然是虚拟的，却

用镜头呈现了采购需求会议、供应商的诱惑、
分管人员的内心活动、开展法纪教育等多个
场景，以法治守护政府阳光采购。

陆恺说，近年来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的一个重点，是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今后，
他将继续依法履职，督促各方当事人遵守政
府采购法规，维护市场公平。

“课前5分钟”给大学生普法

阶梯教室里，上课铃还没敲响，同学们整
齐地端坐，辅导员在黑板上写下板书“守好

‘两卡’莫当‘帮凶’”。板书完成后，她转身，
说：“上课。”

27岁的谭艳琼去年刚入职，是武汉城市
职业学院文化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2022级辅
导员。上述视频里的画面，是“普法网红”谭
艳琼拍摄的大学普法故事的真实场景。

2018年开始，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结合国
家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开展“课前普法5分钟
活动”。8年来，学校每年都会制定一套完整
的普法计划，细化到学期、月、周，对学生开展
全面普法教育。

视频里，谭艳琼结合校园高发的“帮信
罪”案例，向学生讲述个人信息保护技巧，让
学生们守好“两卡”，莫当“帮凶”。

她说，辅导员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攻手、
学生管理的主导者、学生成长的主心骨。给
学生普法，是自己的职责所在，成为“普法网
红”后，将会在法治教育上继续发力，做学生
的法律领航人。

基层一线讲述良法善治武汉故事

新晋“普法网红”集体亮相

4家派出所民警
忙了两天帮我找婆婆

■讲述人：苏艳萍

我叫苏艳萍，61 岁，和丈夫、婆婆住在光谷有十多年
了。

今年1月22日傍晚6时，我和丈夫到家后发现86岁的
婆婆居然不在屋里。她生活极有规律，每天顶多在附近转
悠，这么晚没回家是头一回。

我和丈夫忙去附近找，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头绪，我
们就去小区物业查监控。单元楼门口的监控显示，婆婆中
午12时31分出门后一直未回家。物业工作人员让我们去
茅店派出所看看小区外的监控。

我们来到茅店派出所时天已经黑了。民警在监控里看
到婆婆走出小区上了一辆 583 路公交车，但没看到她下
车。她平时确实也常坐这趟车去两站路外的南湖农贸市
场，但很快就会回家。夜深了，见我们全家都急红了眼，民
警劝我们先回家休息，他们继续看监控。

23日凌晨1时我们离开茅店派出所，这么冷的冬夜老
人音讯全无，全家整夜都不安心。凌晨 5 时天刚亮，我们
赶到公交总站，拿着茅店派出所民警熬夜帮我们查的公
交车车牌号，确定她22日坐公交车到了终点站，拄着拐杖
走出车站，可走到附近的铁路涵洞后，监控里就看不到她
了。

我们一家分成几拨，分别在涵洞周围小区和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南湖校区遍寻线索。小区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帮我
们一点一滴找到画面：她沿着中南大校园、民族大道、雄楚
大道一直走了10余公里，没喝水也没吃饭，拄着拐杖一刻
不停地慢慢走了一整夜。

23日，我们根据监控线索，依次去了铁箕山派出所、卓
刀泉派出所，下午近6时冲进了第4个派出所——珞南街派
出所。“86岁婆婆通宵走了快30个小时了！”值班民警王保
库听闻，当即开着警车带我们去婆婆最后出现的地方——
华中师范大学校园。

王警官找人很有经验，一边通知学校保卫部的人员查
监控，一边到婆婆最后出现的那个探头附近“地毯式”排
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水果摊店主告诉王警官，当天下
午2时，婆婆曾经坐在店门前歇脚，还把拐杖忘在那里了。

王警官每遇到一名路人都要询问，也很耐心沿路细细
拨开树枝和草丛查看。晚7时，王警官终于在路边草丛里
看到正坐在路边歇脚、筋疲力尽的婆婆。

王警官带我们确认了婆婆的身份，帮着丈夫把婆婆背
上我们的车，我们一家赶紧冲到医院，我和女儿、姑姐忍不
住哭了，当时甚至都没顾上给王警官道谢。

医生告诉我们，虽然婆婆平时生活一切如常，但其实已
出现小脑萎缩症状，她不眠不休步行了30多个小时，体力
早已消耗殆尽，但她自己并不知道到底走了多久，如果当晚
没找到她，后果不堪设想。

遇上这件事，我才知道身边的好心人那么多，尤其是两
天里帮助过我们的4家派出所，还有两个学校、几个小区的
工作人员，要不是他们不厌其烦，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
能找到婆婆。

（长江日报记者夏奕 实习生刘雨禾 通讯员杨槐柳 刘
桑萍 罗维舟整理）

（《我 和 我 的 派 出 所》专 栏 电 子 邮 箱 为
1019458868@qq.com，欢迎您分享故事）

【画像】 珞南街派出所
珞南街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5.3平方公里，实有人口16

万余人，2024 年共接 110 警情 1.66 万余起,日均接警 49.6
起。珞南街派出所曾荣获“全市优秀公安派出所”“武汉市
五星级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通讯员武芙萱 张心

“别忙活了，快收拾一下上班去！”3月7日
下午1时，程桂宏刚拿起拖把，就被婆婆一把
抢去。程桂宏骑上电动车，不过10分钟便抵
达位于湖北警官学院的today便利店。

这份“10分钟通勤圈”的工作，在程桂宏
看来，是事业与家庭双向奔赴的“最优解”。

程桂宏今年36岁，4年前，她怀上龙凤胎，
便辞去中石油武汉分公司的会计工作。去年
9月，随着两个孩子“宝宝”和“贝贝”入园，她
开始重新找工作。一次在地铁上，程桂宏看
到了武汉今天梦想商贸有限公司招聘“妈妈
岗”的广告，“弹性排班、就近分配”这八个字让
她很心动，随即拨通海报上的联系电话。

2024年，武汉市政府出台《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在全市推行‘妈妈
岗’就业模式，定期开展女性专场招聘活动”。
为此，武汉市妇联链接Today便利店、大米先
生、会计服务企业等主动向育儿妈妈敞开怀抱。

程桂宏回忆，面试和培训都在线上进行，
她通过考核后成了正式店员。为方便她上
班，招聘负责人以她家为中心，筛选了3家骑
车10分钟就可以到的门店，程桂宏选择了这
家刚开业的新店。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武汉今天梦想商贸
有限公司自推出“妈妈岗”，帮助了千余名女性
上岗。today便利店“妈妈岗”的优势在于离家
近、工作时间灵活，如遇突发情况可随时调休，
节假日还能优先选班。在武汉300家直营门
店里，女店长有43人，女性员工占比67.1%。

today 便利店店长王惠玲也是一名育儿
妈妈，同样从“妈妈岗”起步逐渐做起来的。
王惠玲很欢迎“宝妈”到店上班，因为“做妈妈
的人，比任何人都要细致负责”。

16:30，距离用餐晚高峰不到一个小时。
记者看到，程桂宏在冷柜前一一检查餐食日
期，左手拿右手放，将赏味期临近的食品放到

“买一送一”的区域，动作行云流水。“我的脑
子里有一个临期时间表，鸡蛋24小时后就不
能售卖、玉米6小时后强制报废……每到一个
节点，我的身体就会自己动起来。”

在便利店上班，程桂宏每个月到手能有
4000多元，家庭生活逐渐宽裕了。

“这是我妈妈便利店里的零食，好吃不？”
在硚口区雏鹰幼儿园，4岁的宝宝和贝贝与同
学分享小饼干，看着小伙伴们赞赏的眼睛，他
们小小的脸上写满了神气。程桂宏笑着说：

“以前总担心与社会脱节，现在每天接触新鲜
事物，反而成了孩子眼里的‘超人妈妈’。”

双胞胎妈妈程桂宏上班了

“我成了儿女眼中的超人妈妈”

程桂宏正在收银台收款。 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摄

李洋洋正进行“展平书叶”步骤。 长江日报记者樊友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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