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1月 20日，我市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生将正式迎来寒假，
市教育部门要求各学校认
真做好寒假期间“双减”工
作，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学
习、生活。记者了解到，我
市不少中小学校的寒假作
业多种多样，注重实践、阅
读、劳动、美育、亲情，趣味
十足、温情满满。

中站区劳模街小学
的老师设计了创意寒假
作业——《寒假成长档案》，
分为成长篇、健康篇、安全篇、
年味篇、书香篇、实践篇、文明
篇、展望篇。年味篇是让学
生填写和虎年有关的词语、
摘抄春节期间读过的春联
和自创的春联；书香篇设有

“跟着书本去旅行”，既可以
阅读老师推荐的书目，比如
《好消息坏消息》《孤独的小
螃蟹》《四世同堂》《呼兰河
传》等，也可以自己选择优
秀的书目，并完成一份“阅
读报告”；实践篇共有七个
板块，分别设计了语文、数
学、道德与法治、科学、美
术、音乐、体育等实践活动。

修武县郇封镇大位村
中心小学的寒假作业围绕

“幸福”做文章：“幸福中国
年”古诗文绘本制作，是让
学生将自己学过的古诗文
加以整理，制作系列古诗文
绘本；“幸福中国年”艺术创
作，根据不同年级，让学生
利用超轻粘土制作虎年相
关作品，如小老虎、虎头鞋、
虎头帽、虎年展板、英语新
年贺卡等；“幸福中国年”劳
动实践让孩子们坚持居家
防疫，坚持每天整理被褥、

拖地板、洗碗筷、协助父母
做饭、帮助父母洗衣物等，
鼓励孩子们收集日常生活
中废弃的易拉罐、塑料、包
装纸盒等，用超轻粘土或其
他材质进行装饰，变废为
宝，创作出精美的科普作
品。

温县一中布置的是寒
假德育作业，让学生在假期
关注新闻时政，关心时事要
闻，如每天收看《新闻联播》
《朝闻天下》《焦点访谈》等
节目；利用网络观看两部爱
国主义电影，如《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十月围城》《长
津湖》《八佰》《红海行动》
等，并写下观后感。另外，
该校还为学生布置了亲情
作业，如在家人的指导和帮
助下学会做一道或两道菜，
协助家人进行卫生大扫除，
帮助父母张贴春联，对父母
进行一次爱的表达等。

解放区环南一小的寒
假作业注重实践，分为体
育、道法与劳技、音乐、美
术、科学、信息技术等。记
者发现，道法与劳技很有特
色，根据不同年级，这项作
业内容有假期内坚持扫地
与拖地、用彩纸剪窗花等；
利用假期时间做好自家垃
圾分类工作，带动身边的人
一起做，让大家明白环境维
护从自身做起；坚持每天帮
家人盛饭，饭后一起收拾桌
子；学会自己洗头发；整理与
收纳四季衣物；大扫除迎春
节；假期中给长辈烧两道特
色菜；每周自己至少清洗一
次衣物；学会坚持每天自己
整理床铺，会换床单和被套；
协助家长筹备一次家宴。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连按
5次手机电源键，就能自动和
警方110取得联系，不但能发
送位置，甚至不用说话警察就
会来……近日，有市民拨打晚
报3909990热线反映，近期一
条关于“手机保命功能”的短视
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希望
晚报帮忙咨询核实。

1月17日，市民刘先生和记
者取得联系后，向记者发送了一
条短视频。短视频指出，遇到行
凶、抢劫等危险时，手机有一个
特殊功能：在不拿出手机通话的
前提下，只要连续按5次手机电
源键，就会出现一个自动报警电
话，并且发送机主位置，不用说
话警察就会来。刘先生说，身边
不少朋友都在转发这条视频，他
也不知道内容真假，由于涉及报
警，也没有尝试。

昨日，记者和警方取得联
系，并在实验操作后得到了答
案。连续按5次手机电源键确
实有“紧急求助”功能，由于很
少使用，不少市民并不熟悉。
但是，这种“紧急求助”功能并
非视频中所说那么“万能”。

记者先找了一款某品牌安
卓系统手机进行测试。点击手
机“设置”选项中的“安全”选
项，就可以看到一个“SOS紧急
联络”选项。同意相关条款后
进入，可看到一个“连续电源键
紧急呼叫”选项。选择开通后，
记者尝试连续按5次电源键，手
机果然出现了一个页面，上面
有“报警求助电话110”“火警
119”“医疗急救 120”三个选
项。选择一个选项点击，电话
就能呼出。

不过，在“SOS紧急联络”
选项下还有一个“自动拨打默
认号码”的选项，也就是在

“110”“120”“119”中可以提前
选择一个默认号码。记者选择

“110”作为默认号码后，连续按
5次电源键，手机直接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随后，记者拿一
款苹果品牌的手机进行实验，
虽然操作系统不同，但相关功
能和操作过程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如果提前设置
好，连续按5次电源键，就能直
接拨打110报警电话。当然，
拨打后还需要和接警员进一步

交流，才能说明所在的位置和
具体情况等。视频中提到的能
向警方自动发送位置等有些夸
大。记者和市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联系后获悉，目前我市110
报警均为语音报警，没有所谓
的手机直接给110发送定位，
指挥中心没有开通过这样的服
务。

虽然110指挥中心不能直
接接收位置信息，但记者发现
这种功能其实在手机的一个

“紧急联络人”中能够实现。手
机“SOS紧急联络”选项中还有
一个“我的紧急联络人”选项，
设置一个号码，再点开可发送
求助信息、环境照片等权限。
记者再按5次电源键，除了直接
拨打110报警电话外，“紧急联
络人”的手机马上接到了含报
警人位置以及多张照片等内容
的短信。使用此功能需要注意
的是，在“我的紧急联络人”设
置号码开通时，一定不要选择

“110”，因为“110”无法收到求
助短信，“我的紧急联络人”设
置成亲人和朋友的手机号才能
发挥这个作用。

1 月 11 日 17 时 30 分
许，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忙完
手边的几项工作后，解放区
民生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大队长金雅兰没有回家，而
是来到位于民生街道的分包
楼院。

找到几名楼院长，金雅
兰细致介绍了疫情防控的最
新政策，和他们商讨近期防
疫工作重点。

楼院里，过往的居民看
到金雅兰后，都热情和她打
招呼，跟一家人似的。

在离群众最近的一线街
道和社区，金雅兰已经工作
了近20年。能赢得辖区群
众的信任和称赞，正是因为
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她

一直勤勤恳恳，将为民理念
落到了实处。

2020年，金雅兰还是一
名社区书记。那年春节期
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金雅
兰彰显出特别担当，毫无畏
惧，带头站在疫情防控一
线。每天天刚亮，她就出现
在楼院门口，对各小区的疫
情防控检测点进行巡查。巡
查完毕，结束上午工作，金雅
兰就在单位匆匆吃上几口午
饭，趁着空闲时间和一些重
点人员联系，落实大家的健康
情况等。等社区工作人员下
午来上班，金雅兰和大家一
起再出发，防疫宣传、楼院消
杀，处理各种工作，加班加点
忙到深夜更是家常便饭。

在同事的印象中，金雅
兰没有豪言壮语，哪里有困
难，她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
哪里。今年7月下旬，防汛
抢险工作成为重中之中。
作为街道分管防汛工作的
干部，金雅兰每天都绷紧神
经。有一天，雨下得很大，
辖区群英河一段护堤出现
坍塌。关键时刻，她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迅速部署，冒
着大雨和同事将在附近居
住的群众迅速转移。开展
工作期间，为核实一些具体
情况，需要有人前往护堤附
近的危险隐患区域查看。

“我是女同志，体重轻，我
上！”金雅兰说。她系上安
全绳后便开始工作，又一次
展现出了特有的勇气和魄
力。

金雅兰的丈夫是一名公
安民警，平时工作也特别
忙。这么多年，金雅兰对家
庭、孩子亏欠了太多。她说：

“服务群众是责任也是使命，
回顾过往，虽然有太多不易，
但我会不忘初心坚定走下
去。为群众服务，我无怨无
悔。”

左上图 金雅兰（左）在
辖区疫情防控卡点巡查。
本报记者 杜挺勇 摄

身边的好人

连按五次电源键，警察就能来身边？
记者核实：确是手机紧急联络功能，但并非“万能”

“双减”后的第一个寒假就要来了

看看这些学校的
寒假作业多有趣

金雅兰：

为群众服务，我无怨无悔
本报记者 杜挺勇

1月18日，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百大嘉苑生活超市入
口处，进入超市的老人在登记信息。连日来，该超市安排工作
人员轮班值守，全方位筑牢防疫屏障。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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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虎年春节越来越近了，年货市场
的角角落落，随处可见带有虎元素的摆
件、挂件、饰品等。

记者在微信上和朋友闲聊，聊疫情，
聊即将到来的春节，聊到过年的风俗时，
不由得想起了几年前曾经采访过的崔金
凤老人和她做的虎头鞋。

崔金凤老人是温县番田镇段村人，今年
94岁。她自幼心灵手巧，16岁跟着母亲学
会做虎头鞋，农闲时以及逢年过节，就零零
星星地给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做虎头鞋。

崔金凤老人70岁那年，孝顺的儿女
想让母亲过“退休”生活，但劳动惯了的她
哪能闲得下来。大儿子张风雷怕母亲闲
着没事闷出病来，就鼓励她发挥特长做虎
头鞋，并帮助她收集做鞋的材料等。

从70岁开始，崔金凤老人每年都要
做七八十双虎头鞋，免费送给亲戚朋友、
街坊邻居家的孩子穿。她的虎头鞋做工

精细，深受人们喜爱。
虎头鞋因鞋头呈虎头模样，故称虎头

鞋。按民间传统，幼童一岁左右时开始穿
虎头鞋。此时的孩子跃跃欲试，想要走
路，却又离不开大人的搀扶。父母给孩子
穿虎头鞋，认为这样可为孩子壮胆、辟邪，
护佑孩子健康成长。

虎头鞋做工复杂，虎眼、虎眉、虎嘴、
虎鼻均由针线和布缝制而成，需要采用刺
绣、拨花等多种针法。一双地道的虎头鞋
必须全部手工缝制，先在木板上把一层层
碎布用面粉做的浆糊粘在一起，晾干后做
成袼褙，接着把袼褙剪成鞋底、鞋帮的样
子，再进行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
口、上鞋帮等工序，最后用彩色毛线做成
虎须，缝上鞋带，一双虎头鞋才算完成。

虎头鞋是一种用中国传统民间手工
艺制作的童鞋，在全国各地都有售卖，其
制作技艺已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上世纪70年代前，我国幼童穿虎
头鞋十分普遍，说起虎头鞋可谓无人不
知。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虎头鞋逐渐
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手工制作虎头鞋的传

统手艺也面临失传的危险。像崔金凤老
人这样坚守传统，坚持做虎头鞋的人更是
难以见到。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段村，采访了仍
在坚持做虎头鞋的崔金凤老人。当记者
问崔金凤老人一共做了多少虎头鞋时，她
和张风雷都说记不清有多少。崔金凤老
人说，她每年做的差不多一样多，2021年
做了大概80双虎头鞋。

记者算了一下，按每年做80双虎头
鞋计算，70岁至今的25年时间里，崔金凤
老人做的虎头鞋已有2000双。“这些虎头
鞋都免费送人了，只要家里有做成的虎头
鞋，无论谁来要，都给！”张风雷说。

图① 崔金凤老人在整理新做成的
虎头鞋。

图② 崔金凤老人教年轻人做虎头
鞋。

图③ 剪鞋样。
图④ 为虎脸镶边。
图⑤ 纳鞋底。
图⑥ 绣虎脸。

九九旬老人坚持旬老人坚持2525年年
做做22000000双虎头鞋双虎头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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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帆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