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海
玲 摄影报道）1月17日，蓬莱区降雪，天
气寒冷，在卧虎山庄北山上，蓬莱蛟龙救
援队经过两天两夜的寻找，终于找到走
失的老人。老人此时已没有了呼吸，救
援队员轮流为老人做心肺复苏，待老人
恢复生命迹象后，队员们又抬着老人紧
急送往两公里外的救护车上……

这位老人居住在蓬莱区渤海尚都
小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于 1 月 15
日走失，其家属向蓬莱蛟龙救援队求
助，救援队投入 20 多名队员寻找。1
月 17日下午 1点左右，群众提供线索
称，曾看到有老人朝卧虎山庄北山走
去，于是，队员们紧急赶往此处。经
过搜寻，队长薛宪波在一处沙堆旁找

到了老人，当时老人一动不动，脸色
煞白，没有了呼吸。薛宪波是红十字
会救护员，立即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抢救，队员迟福仙和于德美闻声赶
来，3 人轮流为老人做胸外按压和人
工呼吸。大约 5 分钟后，老人有了呼
吸。这时，其他队友也纷纷赶来，大
家脱下衣服为老人保暖。

因为山上没有道路，救护车无法靠
近，救援队便用担架接力抬了2公里将
老人送到救护车上。

17日傍晚，记者从接诊的蓬莱中医
医院了解到，被救的老人已脱离生命危
险。老人的家属对记者说，在白雪皑皑
的大山上，救援队员用强壮的臂膀托起
了他们全家的希望。

以家乡为底色，用镜头去记录

她一人一机拍短视频宣传家乡

蓬莱山野雪地上演生死营救
救援队员轮流做心肺复苏救活走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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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家乡更特
别。因为一份割舍不断的热爱，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网络平台晒出家乡
的美。在莱阳，“80后”美女吕晓萍，
用短视频记录了关于这座城市的点点
滴滴，或是美食美景，或是历史文化，
或是风土人情……

吕晓萍说，自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
莱阳人，但在拍摄家乡的时候，越拍越觉
得家乡真的很美。她在沿途记录着、拍摄
着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家乡一
起成为了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从2020年开始，吕晓萍凭借自己
一个人一部手机，在抖音上“晒”起了自
己的家乡，成了这座城市故事的记录
者。翻开她的抖音号，分别有小城故
事、莱阳各村庄合集、无悔青春以及莱
阳农村大集共计4个系列的作品。

“这4个系列都是记录我的家乡莱
阳。”吕晓萍解释，小城故事是记录发生
在县城里的事情，这里的大街小巷，她

都一步步走过、路过。她说，这座小城
里没有北上广的霓虹，却也是很多人的
牵挂。村庄合集的作品中，都是远离喧
嚣，站在老屋前享受美好安逸的影像。

“也是长大后才明白，平凡无奇的小村
里，其实藏着最惬意的生活，也藏着最
踏实的幸福。”采访中，吕晓萍说，如果
有一天你累了，就到乡间去走走，闻闻
泥土的芬芳，看看山水环绕的田间，简

单而又美好。
农村大集就是展现出人间的那些

烟火气。生活中的美有很多种，愿这人
间的烟火气能温暖整个世界。“每一个
作品、每一帧画面，都是经过了深思熟
虑。”吕晓萍说，在拍摄这些系列的时
候，越拍越感觉家乡真的很美，即便是
有时的随手一拍，也能从中找出不同的
韵味儿。

从2020年到现在，吕晓萍已经拥
有近11万的粉丝。“我的粉丝有三分之
一是生活在莱阳的本地人，有三分之一
是在外地打拼的莱阳人，还有三分之一
则是当年当兵时在莱阳的人。”吕晓萍
说，通过作品，冲破距离和空间的束缚，
粉丝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看到莱阳的
变化。

而这也是她想通过抖音账号，将莱
阳这座城市带到大家面前的初衷。

以莱阳各村庄合集为例，为了记
录家乡更多的变化，吕晓萍经常翻看
粉丝留言，根据热心粉丝提供的线索，
前往各处村庄拍摄。如果能遇到村子
里的老人给讲讲村子里的故事，对于
她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有时为

了能将一个小山村的历史文化写明
白，她经常捧着一本《莱阳县志》不停
翻阅。

以家乡为底色，做一名小城故事的
忠实记录者。“随着作品越发越多，引发
的共情就越多。”吕晓萍坦言，是粉丝们
的留言互动与讨论给了她继续创作的
动力。

在她的作品里，处处都是对美丽家
乡的深情告白。这种告白体现在具体
行动中，便是利用抖音平台，为家乡的
土特产品做代言。

“春天的大樱桃，秋天的莱阳梨、
苹果、桃子、李子和杏子，到了冬天也
有特产推出，我们莱阳梨做出来的梨
膏供不应求。临近年末，胶东花饽饽
更是最抢手的商品。”吕晓萍说，虽然
自己不经常开直播，但是作品里有很
多关于家乡特产的视频。特别是莱阳
梨，将开花结果的过程记录下来，就是

最好的推介。
因为用心在拍摄正能量的短视频，

用情在讲述家乡里的那些动人故事，吕
晓萍的作品《美丽中国·莱阳版》荣获

“发现莱阳之美”抖音短视频创作大赛
一等奖。这对于做自媒体行业的吕晓

萍来说又是一次莫大的鼓励。
“新的一年，我考虑真正加入到传

媒行业中去，利用平台优势更好地宣传
家乡文化、记录人间烟火，代言家乡特
产。”吕晓萍说道。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摄影报道

一顶黑色贝雷帽，一身得体休闲衣，搭
配一条低调简单的围巾，气质儒雅、面色红
润……初见崔建喜，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
位马上就要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解锁晚
年生活的幸福密码，崔建喜说，其实很简
单，就是能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每天吹
拉弹唱、排练节目、参加演出，继续站在自
己热衷的一方舞台上。

多才多艺的崔建喜，今年69岁，现在是
芝罘区奇山街道迎东社区聚心缘义工总队
的艺术总监。他会诗朗诵，一开口就是老
艺术家风范。他是主持人，台风稳健，挥洒
自如，一场晚会下来，经常能给人留下难忘
的印象。他还参加老年模特走秀，每场走
秀都能赢得阵阵掌声，风采依旧。

能创作，擅表演，时间久了，崔建喜就
成了社区里的文艺明星。熟悉崔建喜的
人，都愿意喊他“崔老师”。一声“崔老师”，
让他甚至比没有退休之前还要忙碌。每个
周的星期二和星期四，是他带领义工总队
的队员们排练节目的时间。队员们的每一
个动作、表情、节拍，他都提出了明确要求，
力求精益求精。义工总队每一场的演出节
目单，都要经过他的严格审核把关。

这样老有所乐的状态，既给老年人的
晚年增添了自信、风采和乐趣，也让生活更
加多姿多彩。“因为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我
们这群爱折腾的老头老太太就聚集到了一
起，唱响舞出新时代的快乐。”采访中，崔建
喜说，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还是想通过自己
的努力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为了能够
创作出更好的艺术作品，他坚持每天早晨
5点左右就起床学习。学古典文化，看新
闻播报，一旦遇到能激发灵感的创作点，
便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他所带领
的艺术团队能演出适合各种场合的节目。

在崔建喜的身上，可以看到容颜虽随
年华而逝，但真正的价值和魅力，却会随着
岁月的沉淀日益升华。“迎东社区就是我的
新阵地。”崔建喜说，在这方新的“阵地”上，
他将发挥自身余热，点亮社区老年人的幸
福生活。

岁月如梭，时光不老，多才多艺的崔
建喜演绎多彩生活。虽然现在的天气依
然寒冷，但丝毫没有阻挡住他和队员们的
热情。在排练室里一张张红扑扑的脸上
洋溢着笑容，正应了一句老话“最美不过
夕阳红”。

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邢巍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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