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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延）7 月 24 日，
记者获悉，获嘉县残联依托残联培训
学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
提升职业技能，让残疾人实现就业增
收。

7月23日，获嘉县城关镇岳庄社区
的肢体残疾人杨红梅，带着自己亲手做
的 200 束手工花来到县残联：“我来送
花了，你们看看这做的中不中？”工作人
员按照花的数量，将制作费交到杨红梅
的手中。杨红梅激动地说：“以前老觉
得下肢没用，啥也不能干，啥也不想干，
日子过得没意思。如今残联教会咱做
手工花，打发时间还有零花钱儿赚。”

据了解，从今年 4 月开始，获嘉县
残联立足残疾人群体特殊性，依托残联
培训学校开展了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帮
助残疾人提升职业技能，让残疾人实现
就业增收。活动启动后，在充分比对手
工花制作、保健按摩、电子商务等专业
特点后，手工花专业因其“流程简单、居
家制作”的独特优势，得到广泛认可。
在筛查学员阶段，各乡镇积极组织残疾
人踊跃报名。

培训班上，老师耐心细致认真教，
反复强调花朵花色制作要领，枝条绿叶
合理间距，手把手教会每一位学员；大
家专心致志努力学，互相切磋制花技
巧，花朵绿叶认真搭配，花束做得栩栩
如生。

培训结束后，获嘉县残联还为学员
免费发放手工花原材料，并负责成品回
收，发放相应的手工费。

近日高温天气持续，获嘉县残联工
作人员依然奔波服务，为有需要的残疾
人配发材料、指导技术、回收产品等。

“只要能助力他们增加收入，日子过得
越来越有奔头，咱们多付出点也值得。”
获嘉县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继
续举办丰富多样的培训活动，携手残疾
人共创美好未来。

门券，又称门票、入场券等，是人
们进入场所关口的凭证。很多人用过
之后随手丢弃的纸片，却成了王继平
眼里的宝贝。从收藏门券、撰写门券
理论文章，再到举办门券展览，王继平
20多年如一日，对于门券收藏达到了
痴迷的程度。

今年 66 岁的王继平是河南省电
力公司超高压公司的退休职工。他
的座右铭是：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
业做事。

退休前，他多次获得河南省电力
公司安全生产先进个人、新乡供电公
司先进个人等称号，还曾获得过新乡
市五一劳动奖章。

王继平收藏门券源于 20 多年前
单位组织的一次旅游。当时，他看到
旅游景点的门券上不仅有精美的图
案，还有详细的文字介绍，就有收藏
门券的想法。“多年后再次看到这个
门券，就会想起当年那次旅行的情
景。”王继平说，从那以后，他就对收
藏门券着迷了起来。

王继平生活上极为简朴，不抽烟，
很少饮酒，对吃穿也不讲究，但在收藏
门券上，他却很大方。尤其是退休之
后，只要听说有活动举办，他总是想方
设法弄到门券。亲朋好友知道他热衷
门券收藏，常常送门券给他。每当收
到自己心仪的门券，他总是如获至宝，
能激动好几天。

每一张门券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
故事。王继平告诉记者，2020 年 9 月
16日，他收到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百泉
3分游览券”，是新乡市第二中学教师
职萍赠送的。他与职萍老师萍水相
逢，仅仅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彼此加了
微信，职萍老师就将自己珍藏的门券
送给他。他不仅收藏到了梦寐以求的
门券，也收获了珍贵的友谊。

2015 年，在获悉“侯德昌作品展”
将在平原博物院举行，侯德昌也将亲
临现场后，王继平提前准备了2011年
11 月 20 日平原博物院开馆时使用的
第一种门票，因为上面“平原博物院”5
个字是侯德昌题写的。当日，他抓住
机会，走到侯德昌身边，拿出事先准备
好的门票和纸笔，请侯德昌签字。侯
德昌爽快地接过笔，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一张门票上，不但有侯德昌的题
字，还有侯德昌的签名，王继平觉得这
张门票非常珍贵。

去年 10 月 1 日，在新电花园的家
中，王继平建起了“个人家庭门券收
藏博物馆”，重磅推出了“中国旅游
胜地 40 佳”门券专题展。这种“个人
家庭门券收藏博物馆”，在全国都很
少见。

20多年来，王继平收藏的门券达3
万多张，涉及博物馆、旅游景区、影剧
院、体育场馆以及公园等门类。他传
播门券收藏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门
券，热爱门券；他撰写的门券研究理论
文章达数十万字；他多次举办个人门
券收藏展，吸引了社会各界和门券收
藏爱好者的广泛关注。

王继平经常邀请券友到家中欣赏
门券，交流门券收藏心得。“设计精美
的门券，本身就是一件小型艺术品，欣
赏门券是一种精神享受，可以丰富知
识，陶冶情操。”他说。

王继平收藏门券之余，还热心公
益，曾经为湖南省衡阳市图书馆捐赠
门券图书，为新乡市一中校史馆捐赠
物品，为河师大图书馆捐赠地方文献
书籍，为门券收藏研究网捐赠有关
物品。

王继平先后获得河南省收藏家协
会票证门券专业委员会最佳贡献奖与
卓越贡献奖、全国券联盟理论部先进
个人、中国藏协票证委门券理论部优
秀理论工作者等称号。

乌鲁木齐市的门券收藏家刘天视
生前对王继平的精神十分钦佩，曾赋
诗赞美，其中两句大家觉得很贴切：谁
持门券舞乾坤，喜看新乡追梦人。

王继平：收藏门券乐无穷
□记者 刘志松 实习生 张俪海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7 月 23
日，我市举行的学习道德模范感受榜
样力量暨中国好人公益记录片进社区
系列活动走进辉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广场，播放公益记录片《共城粥
屋》，为当地群众讲述辉县市雷锋爱心
团队坚持每天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
餐的感人事迹。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身
边好人感召人、影响人、带动人的榜样
作用，继中国好人申长明公益记录片
进影院、进校园之后，我市又开展了学
习道德模范感受榜样力量暨中国好人
公益记录片进社区系列活动。当日晚

上，新乡身边好人志愿宣传服务队带
着公益记录片《共城粥屋》来到辉县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场进行播放。
中国好人卢新河、新乡好人郑荣新、辉
县市雷锋爱心团队的志愿者代表、辉
县义工中心的大学生放映队和当地群
众百余人一起观看了记录片。

这部记录片讲述了主人公杨志刚
及他所在的辉县市雷锋爱心团队4年
来为当地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的故
事。起初影片导演只是觉得这个团队
坚持做公益不容易，便想以拍摄短视
频的方式引起大家的关注。后来，影
片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收获了无数感

动，便有了把他们的故事制作成记录
片的想法。记录片中一件件感人至深
的故事，一张张令人动容的照片，深深
触动了在场观众的心灵。

大学生任梓豪看完记录片后激动
地说：“我是辉县义工的一员。《共城粥
屋》这个记录片，看后让人感动，对我
们年轻人有非常大的教育意义。我了
解到了在辉县有像杨志刚这样的一群
无私奉献的叔叔阿姨，他们坚持不懈
地为环卫工人免费做早餐，不求回报，
精神可嘉。作为大学生，我们需要认
真学习他们的志愿精神，为社会的发
展和进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用镜头记录公益路上的感动瞬间
公益记录片进社区系列活动走进辉县市

▲王继平

王继平收藏的百泉游览券▲

本报讯（记者 李蕊）7月24日，高
新区振中街道正阳社区就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举办联建座谈会，高新区自然资
源规划建设局作为联建单位受邀参加。

座谈会上，高新区自然资源规划建
设局结合自身业务分享了在工作中的
成功案例和经验，特别就违法建筑治理
方面的经验进行了归纳，以此来激发居
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意识。社区负
责人详细介绍了本辖区基层社会治理
方面的工作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双方就
房屋维修基金的申请使用以及如何根
据居民需求提供精准化服务进行了深
入交流和探讨。

随后，参会人员还实地走访查看了
使用小区维修基金修缮房屋防水工程
的进度和质量。此次防水工程的顺利
进行，不仅解决了居民实际问题，也展
示了联建工作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下一步，双方将继续加强沟通交
流，共同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服
务质量而不断努力，让居民享受到“服
务便捷高效、治理模式创新”的“高新
式”社区服务。

居家增收花为媒

获嘉县残联开展残疾人
职业技能培训

联建单位进社区
“高新式”服务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