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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近

日，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里一则温暖的

救援故事悄然传开——该校学生李

埔成功救起一名落水女孩，他的英勇

之举温暖了整个校园。

5月18日上午，山西农业大学思

想湖畔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一名

7 岁女孩在湖边玩耍时不慎滑入湖

中，情况万分危急。千钧一发之际，

途经该处的李埔听到呼救声，没有丝

毫犹豫，“扑通”一声跳进湖里。当

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起女

孩。经过一番努力，李埔将落水女孩

安全救上岸。

闻讯赶来的孩子家长心急如焚，

看到孩子安然无恙，悬着的心才落了

地。他们紧紧握住李埔的手，连连向

他道谢，并询问他的姓名和联系方

式，想要好好报答这份救命之恩。可

李埔却摆着手，反复说自己没事，随

后便默默离开了现场。后来，孩子家

长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这位做好事

不留名的“英雄”是山西农业大学农

学院农学2101班的学生李埔。

当被问到挺身而出的缘由时，李

埔坦言：“这是本能的反应。”在他看

来，这不过是举手之劳。

李埔的辅导员苏敏表示，李埔平

时是个内向的人，在班里话不多，没

想到在危急时刻，他竟能爆发出如此

巨大的勇气，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善良

与勇敢。苏敏感慨地说：“这种关键

时刻挺身而出的精神，也给大家上了

生动的一课。希望他以后能带着这

份勇敢，继续传递温暖与正能量。”

李埔的英勇举动温暖了整个校

园，也激励着同学们用实际行动诠释

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李埔说：

“希望大家遇到类似情况时，能在确

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勇敢站出来。

或许我们自身的力量微薄，但哪怕只

是拨打一个急救电话，大喊一声寻求

帮助，都有可能改变结果。所以，只

要在安全范围内，我们都应该勇敢伸

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希望！”

事后，李埔所在的农学院收到了

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信中写道：

“作为被救孩子的家长，我们万分感

谢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救人英雄

李埔同学。同时，我们也由衷感谢贵

院培养出如此品德高尚、知行合一的

优秀学生，这是贵院立德树人丰硕成

果的生动体现。”

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周

末是很多少年儿童尽情放松、享受

童趣的时光，然而，由于儿童对潜在

危险的认知与预判能力不足，常常

会因强烈的好奇心驱使，贸然踏入

危险区域，再加上安全防范意识薄

弱 ，意 外 往 往 在 不 经 意 间 悄 然 发

生。5 月 24 日，太谷区发生这样一

起儿童在玩耍时不慎失足坠落的事

件，好在经过消防救援人员的紧急

救援，最终成功获救。

5月24日15时许，太谷区立纺路

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酎泉后山有

一名男孩在玩耍时不慎失足坠落。接

警后，立纺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启动应

急救援预案，迅速赶赴现场实施救

援。途中，消防救援人员与现场民警

保持实时联动。经民警初步勘察，已

确定被困男孩具体位置，并反馈该名

男孩因坠落导致身体无法自主移动。

掌握这一情况后，现场指挥员立即制

定科学救援方案：一方面派出无人机

侦察小组，利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对事

故现场进行全方位勘察，精准掌握地

形环境及被困人员状况；另一方面组

织攻坚组携带卷筒担架、折叠担架等

专业救援装备徒步登山实施营救。

救援力量抵达山脚后，各作战单

元按照既定分工迅速展开救援行

动。经过10分钟的快速攀爬，救援人

员成功抵达被困男孩所在位置。经

现场初步检查，该男孩身体有多处软

组织挫伤，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折叠担架对

伤者进行固定保护，并采取交替接力

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将被困男孩向山

下转移。成功下山后，消防救援人员

将男孩安全移交给现场待命的 120

急救人员。后经医院详细检查，该名

男孩除多处软组织挫伤外，生命体征

平稳。

夏季户外活动增多，本报在此提

醒广大家长，带娃外出游玩时，要特

别注意安全问题。如果年纪稍大一

点的孩子和同学相约出门，要叮嘱孩

子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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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爬山失足 危急时刻他们来了

山西农大学子勇救落水女孩

在寿阳提起耍叉，就不得不说第五批山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赵河林，他以一生的执

着与热爱，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寿阳耍叉，这一独特的民间技艺源远流长。表演

者少则十人、多则五十人，他们赤背赤膊，手中的铁叉

在空中翻腾，铁环发出清脆响声，引得围观者阵阵喝

彩。还有一种小铁叉，长仅二尺，相较大铁叉更易掌

握，表演者双手各持一根尺余短棍，上下翻动，别有一

番风味。

自幼热爱学习的赵河林，在黑水村老艺人杨叩

喜的影响下，他开始间断性地整理寿阳耍叉技艺。

在与杨叩喜的接触中，赵河林收获了不少耍叉技艺

的实际操作经验，一颗传承耍叉技艺的种子在他心

中悄然种下。

随后的日子里，赵河林正式踏上了研习寿阳耍叉

技艺的道路。他将泛黄的书页化作流淌在血脉中的技

艺密码，利用所有空余时间，开始了长达数十载的淬炼

之旅。

春去秋来，寒暑更迭，赵河林沉浸在耍叉技艺的世

界里。那些被反复揣摩的招式既在汗水中浸透，又在

晨光里舒展。铁叉划破空气时的颤鸣，渐渐与他的心

跳同频。每一次挥舞铁叉，都是他与技艺的对话；每一

次钻研招式，都是他对传统的致敬。这种近乎虔诚的

坚持，让耍叉不再只是简单的技艺传承，而成为刻进他

生命里的精神图腾，在时光长河里泛着不灭的微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河林的耍叉技艺得到了很大

提高。他手中的铁叉如同被赋予了魔法，时而轻盈如

燕，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时而刚猛如虎，带着呼呼

风声。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每一个姿势都充满力

量与美感。

赵河林不仅自己喜欢耍叉，更有着将这门技艺传

承下去的使命感。他挑选对耍叉技艺感兴趣的学生进

行培养，认真教授他们耍叉技艺的要领。从最基本的

握叉姿势，到复杂的招式组合，他都耐心指导。

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孩子们从对耍叉一无所知，到逐渐掌握技巧，再到

熟练表演。1985年，赵河林带领他的学生队伍信心满满地参加了全省少儿

武术比赛。孩子们手持铁叉，精神抖擞地走上赛场。他们的表演刚柔并

济，铁叉在手中游刃有余，仿佛有了生命一般。经过激烈角逐，赵河林带领

的队伍脱颖而出并获奖。这不仅是对他们努力的肯定，更是对赵河林传承

耍叉技艺的极大鼓励。从那以后，孩子们坚定了传承耍叉技艺的决心，成

为赵河林传承道路上的有力支持者。

1999年，赵河林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开启了收集和整理寿阳民间

耍叉技艺的征程。他走街串巷，多次拜访老一辈民间艺人。在那些略显陈

旧的屋子里，他认真倾听老艺人们讲述耍叉的套路和技巧，仔细记录着每

一个动作的要领和每一个套路的民间传说。

面对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赵河林并未将其视为私藏秘技，而是怀着

“技传有缘人”的信念，将整理所得的套路精髓、动作诀窍毫无保留地教授

给每一位叩门求教的技艺追寻者。从晨光微露的庭院到暮色苍茫的晒谷

场，总能看到他手持铁叉示范的身影，每一个腾跃翻转都凝聚着对非遗传

承的赤诚。他的名声逐渐传遍十里乡城，成为远近闻名的耍叉爱好者。

2005年，他配合寿阳县文化馆整理了寿阳耍叉技艺的文字资料，为耍叉技

艺的系统传承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此外，赵河林还不断精练耍叉技艺，将先辈们的经验融入自己的表演

和教学中。他深知传承不仅仅是技艺的传递，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耍叉

技艺承载着寿阳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份宝

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耍叉技艺。

2008年，赵河林精心组织排练的杂耍节目《寿阳耍叉》，堪称技艺与美

学的双重盛宴。他如同雕琢璞玉的匠人，对每个招式进行精雕细琢。从气

势恢宏的“插花盖顶”，到充满力量感的“二郎担山”；从“海底捞月”到“凤凰

展翅”，每个动作都经过数百次推敲。他既保留传统招式的精髓，又融入现

代审美，让千年杂技绽放出时代新姿。

如今，在赵河林的耍叉队伍中，有6位队员是他曾经的学生。他如一盏

明灯，照亮了耍叉技艺的传

承之道，引领更多人投身到

这项充满魅力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之中，让耍叉这

一古老的技艺在新时代绽

放出璀璨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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