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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舞起来了！扭起来了！ 红红
的手绢转起来了……蓝天、白云
下，新疆塔城市音乐广场上响起了

《秧歌情》的旋律。近日，辽宁省文
化馆志愿者来到塔城，百余名新疆
群众跟随志愿者李娜扭起了东北
大秧歌。李娜一边跳一边介绍：

“东北秧歌形式诙谐，风格独特，
黑土地赋予它纯朴而豪放的灵
性，稳中浪、浪中哏、哏中俏，踩在
板上，扭在腰上，是东北秧歌的最
大特点。”

队伍中扭得最欢的是刘永华，
她扭出了东北大秧歌的哏、俏、幽、
稳、美的韵律，她说：“我们一直想学
习东北特色舞蹈，这次很荣幸能有
机会跟专业老师面对面地学跳东北
大秧歌，感到非常开心。”

近日，2022“春雨工程”辽宁文
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走进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省文化馆志愿者们来到塔
城市、沙湾市、乌鲁木齐市开展文化

交流活动。“春雨工程”作为国家级的
文化志愿者服务项目，已经持续了10
年。这次文化援疆之旅，志愿者们有
针对性地展示了东北地域文化、介绍
了辽宁数字化建设的经验，为新疆人
民打开了一个了解辽宁的窗口。

省文化馆副馆长李红梅等一
行 10 名文化志愿者来到了塔城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塔城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是辽宁援建的。塔城地
区文化馆馆长任福元说，塔城地区
文化馆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
辽宁人民的帮助，文化馆从只有一
两间办公室、几张桌子，到现在设施
先进的6000多平方米文化馆，是辽
宁人民无私付出的一个缩影。

省文化馆充分利用数字化手
段，创新群众文化活动内容，数字
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走出了一条
独具辽宁特色的文化馆数字化发展
道路。此次数字资源服务部刘秋实
在塔城地区文化馆做了题为《自建高

标准数字化队伍 拓宽数字资源服务
效能》讲座，为塔城地区文化馆数字
化建设提供了经验。

文化志愿者们还参观了塔城
市手风琴博物馆，该博物馆位于塔
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楼，总面
积1200平方米。藏有中国、俄罗斯、
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000余
架手风琴，部分展品在国内也非常
罕见，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研究价
值。任福元说，手风琴在塔城拥有
深厚的文化土壤，是塔城人民各种
文化活动必不可少的乐器。

文化志愿者们还来到了沙湾
市文化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
馆，在沙湾市文化馆了解到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新疆
秦腔”和“豫剧”。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文化馆观看了红星相声社相声
专场演出，了解了当地的文化大讲
堂内容等。

李红梅介绍，自 2016 年开始，

省文化馆文化志愿者曾3次来到新
疆塔城文化馆开展演出讲座交流学
习，塔城文化志愿者曾4次来辽宁省
文化馆交流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下个月省文化馆还有一些文化
志愿者将来到塔城开展交流活动，
通过交流与合作，促进辽宁与塔城
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

舞起来了扭起来了 远方的文化志愿者来了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暑期电影市场表现平平，小成本制作的
《人生大事》却成了黑马，赢得了 15 亿票房。
一个殡葬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彼此帮扶的
故事，让太多人在观看电影主人公成长奋斗
的时候，收获了自己的“治愈”。不少影评称

《人生大事》是讲给每个人的治愈公开课。
无论是萌宠可爱，还是温馨的小视频，或

者表现在大自然中生活的“慢综艺”，“治愈
风”这个标签越来越热。凡标有“治愈风”的
小物件、家居风格、影片、综艺节目、书籍、视
频如今都备受欢迎，社交媒体上一声感叹“好
治愈啊”，就会引来无数目光和点击。

治愈，本来是医学上通过治疗恢复健康
的个词汇。现在人们提及“治愈”，首先想到
的是那些给人鼓励、安慰和温暖感觉的作品、
装扮乃至场景。治愈从一个动词变成了一个
形容词，内涵也从身体康复转为了心灵安
抚。那么“治愈风”为啥风行？

积累小奖励，对人面对困难坚持下去的
鼓舞效果是不可低估的。对普通人来说，生活
不易，人们本能地想在日常中寻找小美好。不
是每个人都一定能获得高薪工作、甜蜜爱情，但
是，我们依旧能发现春天的绿意、蔚蓝的天空、
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给人带来的舒适与振
奋。随时随地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是对“人间值
得”的一种不断肯定。许多慢综艺，不再是让艺
人带着任务急速前进去竞争，而是闲适地体会
当地风土人情，感受慢生活。《向往的生活》第六
季来到位于海南的沙渔塘村，艺人们在阳光沙
滩、椰林树影中出海、烧饭，看落日，他们穿着
简单，只有劳动、运动、休息、吃饭、睡觉，看上
去就很开心，很治愈啊。

我们有寄情山水田园，在自然中获得内
心宁静的传统，而这种心理干预机制在压力
重重的今天，依旧有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不仅是国风文化，而且有现代科学依
据。自然中孕育的生命力，本身就有巨大愈
合力。发表在《生态应用》杂志的一项调查报
告发现，多接触绿植或从自家窗户多眺望绿
植，对心理健康会带来良好影响。利用绿地
或眺望窗外植物越多，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
福感越高，抑郁和焦虑程度越低，孤独感越
少。虽然我们暂时没法远游，但是在附近公
园走走，在林荫道上散散步，买一束鲜花，种
一株绿植，去家附近的公园露营，总能给人带
来一点轻松的感觉。社交媒体上充满了“治
愈风”的家居布置，最大的特点就是整洁明
快，绿植多，让封闭的空间有在户外自然环
境的感觉。树木在所有的文化中都与生长、
生机有关，绿色也被视作充满希望的颜色。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需要心灵上视觉上透透
气，即使不能立刻冲到户外，窗外一棵大树，
眼前一片绿叶，也会提醒你，希望与生机的
存在。

治愈风大行其道的根本还是背后蕴含着
的那份温情、亲情、友情，可以让人感受到爱
的能力。萌娃、萌宠、可爱整齐的物品，这背
后意味着有人关爱，用心打理，还有无忧无虑
的情绪。当看到一张无忧无虑的萌娃笑脸、
一只可爱毛茸茸的小动物，总会感觉心要化
掉，因为这会让我们联想到温柔地照顾；一张
整齐的书桌、一株生机勃勃的植物、一次完美
的海边日落，更会让我们想起有人在精心维
护。这些联想，本身就在为心灵充电。

治愈风，说到底，就是让人想起了美好的
生活、甜蜜的回忆及充满希望的向往。这些
是我们在困境中也会鼓起勇气乐观向前的动
力。它们是生活的无数细节，入涓涓细流，却
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治愈风”为何流行
王海宁

7 月 23 日，20 名 00 后体验者，
走进沈阳故宫博物院，在几位装裱
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了一次书画
装裱领域的入门级体验——镜片
装裱。这是沈阳故宫博物院首场
书画装裱技艺公众体验活动，也是
沈阳故宫博物院首次邀请公众参
与到书画装裱这一传统手工技艺
活动之中。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体
验活动所招募的主角，大部分是刚
刚结束高考的“准大学生”。

对于这些“准大学生”来说参
观故宫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故
宫近距离地感受中华传统装裱工
艺的独特魅力却是人生第一次。

活动当天，沈阳故宫博物院保
管部主任张莹首先向体验者介绍
了沈阳故宫博物院书画装裱的历
史背景。随后，装裱师杨志强为体
验者们一一介绍了棕刷、排笔刷、
小针锥等传统手工装裱的工具，以
及托芯、染料、覆褙、阴晴干湿等传
统手工装裱的全过程。

在聆听了杨志强师傅的介绍
和示范后，体验者们跃跃欲试，开
始自己动手体验书画装裱工序的
关键环节——托画芯。体验中，他
们在装裱师的指导下，屏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用棕刷排刷蘸着糨糊
来回刷着画芯，然后将刷好的画芯
上墙挣平，待干了之后，再规范地

用双手把托好的画芯提起来，体验
了一把书画装裱的慢工巧活。

“你们看石涛的这幅画，是立
轴，裱件由三种颜色镶料组成，是
在两色裱的基础上，在隔水和天地
头中间再加副隔水。”在亲手完成
镜片装裱后，体验者们又走进师善
斋、协中斋，沈阳故宫博物院保管
部修复师冯维以“境由心生——沈
阳故宫院藏明清文人书画展”中展
出书画为例，深入浅出地为体验者
讲解了古书画装裱修复的具体过
程，带领大家领略了中华书画装裱

修复技艺的精巧绝妙之处。
在体验活动中，沈阳故宫博物

院的装裱师们用轻松有趣的形
式，成功地让装裱这门“老手艺”
吸引了在场的“年轻人”。20 名体
验者纷纷表示，这次体验非常生动
有趣，装裱师们从讲解传统修复技艺
的经典传承，到现代修复技艺的科技
融合，再到指导大家动手实践，活动
内容丝丝入扣，层层递进，让他们体
验了一次难忘的文化之旅。当天，面
对体验者高涨的热情，主办方将原本
两个小时的活动延长了一个半小

时。活动结束后，每名体验者兴致勃
勃地收获了人生的第一幅装裱作品。

本次活动的参与者，来自鲁迅
美术学院的郑毅告诉记者，过去在
课堂上学到的多是理论知识，实际
操作少，这次有机会走进沈阳故宫
博物院，亲身体验中华传统书画装
裱的无穷魅力，让他更加感叹我国
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同时，
也让他看到了书画装裱师们为了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
匠心精神。受他们“择一业，终一
生”的精神感召，他决定毕业后也

要从事书画装裱这个职业，将这门
传统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冯维告诉记者，沈阳故宫博物
院书画装裱修复技艺起源自 20 世
纪 50 年代，到目前为止已是四代传
承，有着丰富的书画装裱修复经验，修
复过很多珍贵的古代书画。沈阳故宫
博物院希望借由本次的文化体验活
动，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古老的装裱
技艺，近距离地接触中华传统文化，让
工匠精神的种子在青年群体中生根发
芽，从而让传统技艺背后的人文情怀、
艺术造诣、时代精神深入人心。

走进沈阳故宫学装裱
本报记者 吴 限 文并摄

体验者们在书画装裱修复师的指导下动手操作托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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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作协组织创作的“迎接党的二十大报告文学作品集”出版

32个故事书写辽宁劳动者的荣光
本报记者 赵乃林

采访中，记者曾对话几位书中
的英模人物，聆听他们的心声，感
悟奋斗的力量。47 岁的于海东是
一家军工厂的热处理工段长，他
说，作为生产一线员工，可以没有
太高的学历，但不能没有文化素
质；不是机器人，但要具有机器人
般的精准技能；不是计算机，但要
有支持本岗专业操作的足够内存，
最关键的是要有高度责任感和使

命感。治沙老人屈长友的“家用电
器”只有两个，一个是小半导体收
音机，一个是手电筒，但他说“金山
银山，不如我治理荒山”。

普通人是社会的主体，作家刘
国强所书写的每一位“大国工匠”，
讲述的都是普通人成长和奋斗的故
事。仅有技校学历的铣工王刚数十
年如一日拜师学艺、苦练技术，集各
家之长为己所用，创造了独门绝技，

成为大工匠顶尖高手，在全国技能
大赛中两次夺冠。他带的几十名徒
弟也个个出色，多次在全国、省级技
能大赛中摘金夺银。罗佳全是名初
中毕业的转业军人，他从小在广西山
区长大，只熟悉割猪草、放牛干农活，
从没见过任何一件机器或电气设
备。怀着“一心想学门手艺”的朴素
心理，他从认识铜线铝线和电工工具
开始，像小学生一笔一画学写字一

样，一步一个脚窝地前行，向师傅学，
向工友学，在无数次拆拆卸卸的训练
过程中学，最终成为技能超群的电
气调试高级技师，成为闻名全国的
解决电气设备疑难杂症的行家里
手。“每一次书写这些普通人，我都
会被感染被感动。”刘国强说。

书写这些奋斗者的成长经历，
刘国强发现他们普遍有股子韧性，
尽管有过挫折甚至失败的经历，流

过眼泪，但他们不服输，坚持下来
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刘国强认为，
书写他们，在于形成激励力量，这
些普通人的成长和成功，会点燃人
们的理想，催人奋进。新时代辽宁
振兴就需要这样的普通人，需要这
样的奋斗者。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人人
都是追梦人，人人都有梦想成真的
机会。

人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核心
提示

书写新时代辽沈大地上的奋斗者，省作协组织我省作家创作的“迎接党的二
十大报告文学作品集”日前出版。这套作品集由《风鹏正举》《大爱无边》《用理想
剪裁天下》3本书组成，讲述了32个奋斗者的故事，这些故事取材于近年来我省
各条战线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先进个人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

这套书讲的每个故事，主人公
都是新时代孜孜不倦的奋斗者。

《风鹏正举》为我省 18 位作家
的报告文学作品集，所讲述的17个
故事发生在我省各条战线，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工业振兴、
抗击疫情等各个方面；人物当中，有
工人、教师、护士，有飞机设计师、军
嫂、村主任，有信号工、农艺师、消防
员……他们身在不同领域，从事不同
职业，发挥不同作用，他们都是普通
人，他们的故事却不寻常，奋斗是他们
人生出彩的密码。

“七一勋章”获得者孙景坤，著
名力学家、教育家钱令希，航天英雄
杨利伟等英模的名字，也许我们并

不陌生，但看过作家周建新的《大爱
无边》，我们会加深对书中所讲述的
7 个英模人物的了解，他们是辽沈
大地的优秀儿女，他们都是普通人，
深入探究主人公奋斗的历程会发
现，他们的人生出彩，是因为他们对
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职业的
敬重、对人民的深情。而作家刘国
强的《用理想剪裁天下》，以赞美大
工匠和弘扬工匠精神为主题，讲述
8 个普通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勇
攀新峰的成长、奋斗的故事。

平凡是生活的底色，不凡是人
生的追求。3本书，32个人物，每个
故事讲述的都是平凡普通人不平凡
的人生。尽管作家们手法不一，题

材选择各异，却通过 3 组人物群像
共同展现了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画面和宏大场景。

“3 本书若 3 个取景框，联袂描
绘时代风采，展现时代风貌，各有千
秋。3 本书的内容合起来，则是一
轴长长的手卷，让各具风采的闪光
人物登场，让生动感人的系列故事
温暖人、启迪人、鼓舞人。这些人物
虽职业各异、性格有别，但他们有着
共同的精神特质：对党和祖国满怀
深情，对事业孜孜以求、百折不挠，
把吃苦耐劳、奋力打拼和不懈追求
当成人生常态。”这套书的主编、省
作协主席滕贞甫说。

3本书展现辽沈儿女新风貌

在辽沈战役中牺牲、长眠于锦州南山脚
下 74 年的东北野战军无名烈士遗骸近日被
正式挖掘。这是记者从辽沈战役纪念馆获
悉的。

在锦州市高新区果树农场一处当地人
称作“老孔地”的山脚下，郁郁葱葱的果林
间，一面鲜艳的志愿者旗帜迎风飘扬。“向烈
士们致敬，鞠躬！”挖掘当天，高新区果树农
场“第一书记”刘洋庄重地说，现场所有工
作人员静穆肃立，摘帽鞠躬，向无名烈士表
达哀思与敬意。在简朴、庄重的仪式结束
后，志愿者们开始对 10 座烈士墓进行挖
掘。这些无名烈士墓从发现到最终挖掘经
历了两年多的时间。2020 年 11 月据村民
反映，在辖区内有十余座疑似在辽沈战役
解放锦州期间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墓。因时
间久远，这些疑似的烈士墓旁杂草丛生，有
的坟墓经过长期雨水冲刷风化，几乎看不出
原先的模样。

在此前挖掘的一座烈士墓中，共发现遗
骸 1 具、东北民主联军勇敢奖章 1 枚、纽扣 9
枚、陶碗片 6 片、空药瓶 1 个和部分木块等。
辽沈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对遗物甄别和比
对中发现，标有“东北民主联军勇敢奖章”字
样的铜质奖章编号为9656，属于三等奖章,专
门用来奖励战场上一次立大功或三小功的
战士，而纽扣来自东北野战军军服。最后经
专家组综合判定，该墓为74年前锦州解放期
间牺牲的东北野战军烈士，至此，这些无名烈
士墓的主人身份被确定。

在长达 5 个多小时的挖掘中，志愿者在
10座无名烈士墓中共发现了13具烈士遗骸，
此外还发现了奖章、军鞋、子弹、手雷等遗
物。这些遗物已分别交由锦州市公安部门和
辽沈战役纪念馆进行检测鉴定。

记者了解到，锦州市下一步将根据烈士
遗骸数量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内建设散葬无
名烈士墓，并举行入园安葬仪式。

锦州发掘整理
十余座无名烈士墓
程 虹 本报记者 朱忠鹤

现场 XIANCHANG

来自辽宁省文化馆的志愿者和塔城当地居民一起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修复师冯维以院藏明清文人书画展为例，为体验者讲解书画装裱修复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