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4 日上午，明光市级非遗剪纸第四代传承人朱咏梅（右四）在给小学生
讲解自己的剪纸作品。 当日，明光市图书馆邀请朱咏梅到图书馆教授小学生们剪
纸技艺，传承非遗技艺。

本报通讯员 王绪波 陈雪 摄

7月 13 日， 学生在泾县查济古村绘画写生。 近日，查济古村迎来众多暑期旅游、绘画写生的
游客。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社会广角·

荨 杜平在工作室内创作 《长征 》刻铜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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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日， 杜平在展示创作完成的
《长征》刻铜作品。

■ 特约摄影 王彪 文/图

6月 28 日， 阜阳市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杜平，在他的工作室内向前来参观
的游客展示其创作完成的《长征》刻铜
作品。

这幅在白铜板上雕刻的作品 《长
征》，长约 160 厘米、宽约 60 厘米，总重
量 60 多斤， 画面中是红军长征途中的
一段场景。这是阜阳市的杜氏刻铜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中国非遗保护中心研究
员杜平在他的工作室里完成的。

两年前， 杜平就琢磨创作一幅红
色题材的作品，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再三思量后，他选择以长征
故事为创作内容。 “创作长征作品虽然
难度大， 但最能表达我对党的感恩之
情。 ”杜平说。

每天工作之余 ，杜平都要花几个
小时创作这幅作品 ，从选景 、绘画 、雕
刻到打磨，他都亲力亲为。 “创作过程
中 ，对细节和场景要精心构思 ，有时
为了一个细节 ， 比如某位战士的眼
神、走路姿势、站位等 ，我要思索好几
个小时。 ” 杜平说 ，“在纸上写字 、画
画， 错一笔还可以换一张纸重来 ，但
是铜板不行 ，错一点 ，一个完好的铜
器就可能没用了 ，所以动手前必须认
真琢磨好。 ”

历时两年多 ，这幅 《长征 》作品终
于完成。 白铜板上，红军长征路上的艰
难环境 ，100 多位战士从山间盘旋行
进，表情、动作、姿态，各有不同 ，栩栩
如生。

刻铜传人，，创作《《长征》》献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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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 张漫子）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
女儿》日前与观众见面。

演出中，在指挥家李心草执棒下，女高音歌唱家雷
佳、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等主要演员与国家大剧院歌
剧演员队、管弦乐团、合唱团及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
们， 共同为观众演绎了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坚定信仰之
光的感人故事， 使观众在经典唱段中感受共产党人视
死如归的豪迈情怀， 重温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峥嵘
岁月。

1991 年，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由原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创
排演出，阎肃（执笔）、王俭、贺东久、王受远编剧，王祖皆、
张卓娅、印青、王锡仁、季承、方天行作曲，由彭丽媛、杨洪
基等歌剧表演艺术家完成首轮创演， 成功塑造了第一代
“田玉梅”“七叔公”等经典舞台人物形象，堪称民族歌剧
的典范，曾感动无数观众。

30 年后，正值建党百年之际，国家大剧院邀请首版
导演之一汪俊执导， 女高音歌唱家雷佳演绎一心向党的
“田玉梅”。 雷佳坦言：“当我尝试循着戏剧发展去探寻角
色的内心世界时，一次次被‘田玉梅’这名普通党员经历
九死一生却毅然决然继续投身革命、寻找理想之炬、最终
带着孩子从容赴死的故事深深感动。 ”

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表示：“30 年前， 艺术家们集
中力量精心创排的民族歌剧《党的女儿》，唱出了一心向
党的赤诚之心，奏响了大义凛然的不朽颂歌。 此次国家
大剧院复排新制作这部歌剧， 不仅是向红色经典致敬，
更是让英雄形象在舞台上延续强大生命力，力求让这部
作品成为赓续精神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的经典剧目，成
为不负人民、无愧时代、兼具民族之根与艺术之美的精
品佳作。 ”

据悉，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演出
将持续至 7月 18日。

铜陵聘任专家组成科技服务团

本报讯 （记者 刘洋 通讯员 丁钱

汪伟）铜陵市立足铜基新材料、电子信
息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合肥
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聘任了 11 名专家
学者，成立科技服务团，服务产业高质
量发展。

铜陵市科技服务团致力当好企业
技术“顾问”。目前，服务团的 11 名专家
学者已走访企业 200 余家，帮助解决技
术难题 60 个，提出指导意见 33 条。 服
务团将着力当好合作“红娘”，充分发挥
科技服务团成员后方高校院所的资源

优势，推动校企项目合作，共建研发平
台，广泛开展多形式的产学研合作。 目
前，科技服务团已推动举办校企产学研
对接活动 4 场，促成技术研发合作项目
26 个，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 2 家。

服务团还将致力当好引才“大使”。
截至目前，铜陵科技服务团成员已成功
帮助铜陵招引了 5 个高层次人才团队；
同时，积极当好决策“参谋”，列席铜陵
市县两级党委和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
以及企业家座谈会等，目前，已为当地
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招引等方面
拟出台的政策提出意见建议 12 条。

宿州埇桥区网格化监管生态环境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 今年以
来 ，宿州市埇桥区多举措做好生态环
境整治工作 ，全区生态环境建设得到
较大提升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 今年
上半年 ， 埇桥区 PM2.5 平均浓度为 42
微克 /立方米 ，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4%，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143 天 ，较去
年同期增加了 8 天 ，水环境质量指数
较去年同期改善 6.3%。

埇桥区统筹组织生态环境整治，形
成齐抓共管、 联合推进， 属地乡镇、街
道、园区具体落实，上下齐心、联防联控
的网格化环境管理新体系。 今年已在
35 个乡镇、街道成立了环保工作站，将
环境监管的触角向最基层延伸。

该区集中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大起底”整治行动。实行“清单制+责任
制+销号制”，细化问题清单、责任清单、
销号时限清单， 实事求是提出整改方
案， 对于可以立即整改的问题即查即
改，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整治；对于不能
马上整改的问题，制订整改方案，明确
整改时限。 实施靶向治理，强力打击违
法排污等突出环境违法问题。

该区同时加强与中国环科院等相
关科研机构合作，深入开展 VOCs 专项
整治，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提升；加强与
中国环科院合作，对全区主要河流开展
污染溯源排查、整治，确保断面达标，持
续推进水质提升。

30多年如一日，在工作之余收集各地红色景点门票，传播红色历史和革命故事———

跟着门票学党史
■ 本报记者 吴江海

“七一”前后，“党在我心中———跟着
门票学党史” 红色主题门票展览在黄山
风景区内巡回展出。 伴随施春生的娓娓
解说， 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
在人们面前。

施春生是黄山风景区公安局二级
高级警长 ， 从小对革命历史具有深厚
兴趣。

“我收集第一张红色景点门票是在
1983 年，当时出差路过武汉 ，抽空参观
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票价是 5
分钱。 ”施春生告诉记者，他参加工作后，

无论是公差还是私务，只要有机会外出，
都会下意识地了解当地的红色景点，挤
出时间前往参观。

每到一处红色景点， 施春生总是认
真看、仔细听，时间紧来不及全程参观，
回来后就及时查阅相关资料， 门票自然
也成为收藏首选。

“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党史和
革命史学习，都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思
想上的升华。 ”施春生说，随着参观的红
色景点越来越多， 相关资料整理的笔记
越来越厚， 收集红色景点门票的兴趣也
越来越浓。 他随手拿起一张红色景点门
票， 对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或革命纪念

地的红色故事总是如数家珍。
一张张泛黄的门票， 一段段红色的

记忆……前后近 40 年，花费 10 多万元，
施春生到过 20 多个省份， 收集包括人
物、事件、遗址、故居等红色景点门票近
千张，笔记记了 10 多本。

“平时工作较忙 ，收集的红色景点
门票没有进行过系统梳理，大多是与同
事分享。 今年适逢党的百年华诞，在景
区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我精选了 299 张
红色纪念馆门票进行主题展出，与大家
一起回顾我们党的战斗历程，分享我们
党的伟大胜利 、伟大成就 ，在景区干部
职工和游客中反响强烈。 ”施春生说，这

次红色纪念馆门票主题展 ， 以时间为
经 ，以空间为纬 ，生动展示了 “红船精
神 ”“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遵义会
议精神”“渡江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既是对历史
的怀念和铭记，也激励着更多的人学史
明志、知史奋进。

除了红色景点门票， 施春生还收集
收藏了抗美援朝、 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数
百件革命文物。

“明年就要退休了，有时间好好整理
自己的收藏品，到学校、社区等更多地方
展出，让更多的人传承红色基因、感受红
色力量。 ”施春生告诉记者。

·百姓故事

“药材+毛豆”，种出连片好收成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7 月 13 日，记者来到亳州市谯城区
牛集镇宋老家村，远远望见村民们三五
成群收获毛豆。 “这是中药材玄参地里
套种的毛豆，今年收成不错。 ”牛集镇副
镇长代鹏对记者说。

“有村里种植大户指导 ，套种的技
术不成问题。 ”村民杨天福乐呵呵地向
记者介绍，他今年在 3 亩多玄参地里套
种了毛豆， 一亩地产出 800 斤 ， 能卖

1000 多元。 让杨天福高兴的是，毛豆不
耽误玄参的生长。 待到秋后，玄参收获
了，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杨天福一边
算账， 一边从田间背运打理好的毛豆，
等着商贩来收。

“按照合同订单种地 ， 销售有保
证。 ”杨天福告诉记者，这几年中药材
套种毛豆，加上帮扶政策、公益岗位收
入，他早就脱了贫，日子过得一天比一
天好。

在宋老家村王破楼自然村，几十户
村民趁着天气晴好收获毛豆。

“今年全村种植 2000 多亩毛豆，现
在陆续进入成熟期，到了收获的时候。 ”
宋老家村收购点负责人王广银告诉记
者， 他与周边 40 多个自然村的农户签
订了种植合同，统一种源，统一农用品，
统一技术管理，采收后由收购点按合同
价收购。

牛集镇农综站站长张洪印向记
者介绍 ，今年全镇种植 2 万余亩中药
材 ，大部分采用 “中药材 +毛豆 ”的种
植模式 ，成方连片套种的毛豆已经进
入收获季 。 毛豆采收后 ，中药材便迅

速生长起来 。
“这样的立体种植模式 ，不仅解决

了丹参、玄参等地产中药材生长期 ‘脖
子长’的问题，还为农民亩均增加 1000
多元收入。 ”张洪印说，有了更多的收
入，村民发展特色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就更高。

记者了解到， 目前牛集镇 10 多个
收购点敞开收购毛豆，每天收购 500 多
吨，价值超过 100 万元 ，销售时间可持
续 10 多天。 全镇仅种植毛豆一项，一年
可增收 3000 万元以上。

代鹏告诉记者 ，近年来 ，镇里通过
“公司+合作社 （家庭农场）+产业基地+
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订单农业模
式， 大力发展鲜食毛豆种植特色产业，
有效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 农业提质增
效，加快推动农村全面振兴步伐。

香港籍大学生暑期安徽实习启动

本报讯（记者 殷骁）7月 13日，2021
年香港籍大学生暑期安徽实习项目欢迎
会在合肥举行。相关部门负责人、提供实
习岗位的 9家企业代表，以及近 20名香
港、内地大学生参加欢迎会。

由团省委、 省青联联合省港澳办、
香港特别行政区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
处共同开展的此次活动，旨在持续深化
皖港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打造皖
港青年特色品牌交流活动,持续增强皖
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来自
全国 17 所高校的近 20 名香港和内地

学生，将进入合肥的优秀企业实习。 实
习期间， 主办方将组织开展 “高校行”
“皖南行”等交流活动，依托安徽丰富的
企业资源、科技创新成果、人文景观、新
农村改革成就等，以实习、实践、体验、
参观、座谈等形式，让香港、内地大学生
进一步增强对“一国两制”的认同。

据了解，近年来，团省委致力于打
造皖港青年交流平台，多次组织香港籍
大学生来皖实习，对进一步增进皖港青
年交流、加强皖港青年的国家意识和爱
国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幼童高烧晕厥
民警紧急救援

■ 本报通讯员 侯昌明 本报记者 李晓群

幼童高烧不退导致晕厥，路遇民警及时送医。这是近日发
生在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方庙派出所辖区的一幕。

7 月 7 日 18 时许， 方庙派出所民警宁保民和辅警夏磊、
陶浏阳驾警车外出执行任务， 行驶至临泉路与定远路交口
时，一对夫妻抱着幼童穿过车流跑了过来，拦下警车向民警
大声求助。 经过初步了解，这对夫妻 18 个月大的孩子因高烧
不退身体突然出现抽搐、惊厥、四肢僵硬、嘴唇发紫，因救护
车无法及时赶到，只能抱着孩子准备到路边打出租车到省立
医院就医。 刚到路口正好看见警车，夫妻俩急忙抱着孩子向
民警求助。

民警立即招呼夫妻俩抱好孩子坐上警车， 紧急护送孩子
就诊。当时，交通处于下班晚高峰时段，车辆众多，路面十分拥
堵，民警拉响警笛，并通过扩音喇叭向前方车辆示警。 10 多分
钟后，民警将患病幼童送至省立医院。 经医生初步诊断，孩子
体温达到 39 摄氏度，故而出现晕厥的现象。因为送医及时，幼
童已无生命危险。

·旅游天地·

文化视界·非遗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