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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代夫忠工作中的代夫忠。。

◀◀玉石宴玉石宴。。

▶▶铁狮子石雕铁狮子石雕。。

驻村践初心驻村践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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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邻里的光温暖邻里的光
瞳 言

前些天网上看到这样
一则消息：吉林一个小区
有位热心大哥，经常带着
小区里的孩子们玩儿，还
按照结交的先后顺序给孩
子们排序。平时他以顺序
号称呼这些孩子：小五、
小十一、五十六……孩子
们都叫他哥。

他 经 常 给 孩 子 们 买
零食、玩具，孩子们和
他相处得非常好，有什
么事儿也愿意和他分享。
家长也很感动，常让孩子
给这位大哥带些小礼物，
彼此之间有来有往，感
情一步步升温。在他的
带动下，小区居民亲如
一家。

前段时间，家长和孩
子们联合给他办了一场特
别的生日会，他记录下来
发在了社交平台，赢得
600 多万点赞。还有不少
人分享自己所在小区的温
暖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让
人如沐春风。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
有一些像这位大哥一样的
热心居民，用自己的行动
温暖着整个社区。

我所居住的小区里，
也有这样的热心人。8 楼
一位邻居，单元楼里哪家
水管坏了、电路出故障
了，他知道了，肯定第一
时间来帮忙；13楼有位居
民，家里有全套的生活常
用工具箱，随时给邻居们
提供便利；邻里之间有了
矛盾纠纷，也有人不辞辛
劳地去调解，还会经常组
织邻里聚餐……在他们的
努力下，原本陌生的邻居
们逐渐熟络起来，互帮互
助成为常态。

这些社区热心居民，
在平凡的生活中，从点滴
小事做起，用自己的爱
心、耐心，给身边的人带
来便利和温暖，同时带动
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
中来，让社区变成温暖的
大家庭。

农民代夫忠的农民代夫忠的农民代夫忠的“““艺术范儿艺术范儿艺术范儿”””
本报记者 尹 超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尹 超

“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
春。”日前，大运河第三届花朝节“国
风古韵传”统文化展演在沧州市区清风
楼里举行，吸引不少市民观看。

活动当天下午2点半，清风楼里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悠扬的古琴声，为
活动拉开序幕。不一会儿，茶艺师走上
舞台，进行宋代点茶表演。她手法娴
熟，将茶粉置于茶盏，注入热水，再用
茶筅快速搅拌，将宋韵茶香带到了人们
面前。

紧接着，令人期待的舞台剧——《十
二花神下凡间》上演。12位参演者身
着不同制式的汉服，化身为代表十二
个月的“花神”。她们的服饰色彩明
艳，与对应的花卉相得益彰。梅花

“花神”，身姿高洁；杏花“花神”，
温婉动人……“花神”们迈着轻盈的
步伐，在舞台上翩翩起舞，举手投足
间尽显古典韵味。

在众多“花神”中，南宋女将军梁
红玉的扮演者任秋彦格外引人注目。54
岁的她，身姿矫健，眼神中透着坚定与
自信。作为一名武术教练，任秋彦与传
统文化的缘分由来已久，她热衷汉服文
化多年，并一直致力于传播汉服文化。
这次梁红玉的角色，仿佛是为她量身定
制。舞台上，她手持长枪，一招一式刚

劲有力，引来阵阵掌声。
舞台剧结束后，在悠扬的古乐声

中，“花神”们缓缓走向前台。祈求百
花繁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场观
众也默默许下美好的心愿。

活动结束后，不少市民和“花神”
合影、聊天。“有机会我也想参加这样的
活动。”市民刘斐说，她喜欢传统文化，
特别喜欢书法、茶艺，也买过汉服，现
在终于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花朝节是我国重要的民间传统节
日，节期因地而异，与各地花信早迟有
关。大运河上的花朝节，旨在彰显大运
河文化内涵，以景迷人，以文化人。

这场在大运河畔清风楼举办的花朝
节活动，不仅让人们领略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也为这个春天增添了一抹绚丽
色彩。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
现在，让古老的花朝节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活动由君然沧州汉服馆主办，
参与演出的 50余人，主要是沧漢汉服
社成员。

——驻村故事驻村故事

日前，记者走进青县金牛
镇王福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只
见粉刷一新的外墙格外醒目，
会议室里崭新的会议桌、办公
桌、座椅，干净又整洁。村党
支部书记窦德山说：“这些都是
工作队帮我们改善的。自从工
作队来到村里，为村民做了很
多实实在在的好事，村里的面
貌焕然一新。”

去年 1月，市委编办下沉
工作队一行 3 人下沉王福庄
村。一到村里，工作队就在
队长张泽民的带领下开展调
研走访，快速掌握了王福庄
村的情况。了解到村内的东
西环路还未硬化，一到下雨
天，村民出行就两脚泥。工
作队向农业部门争取补齐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项目资
金 20 万元，硬化了东西外环
路 1957 平方米，方便了村民
出行，得到村民一致好评。

“这条环路，还剩 1200平方米
没有硬化。目前，我们正在
积极对接项目资金，争取今
年全部修完。”张泽民说。

在王福庄，排水是群众多
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
由于污水难以及时排放，夏季
汛期极易造成内涝。去年 9
月，工作队跑镇上、到县里，
找部门、问政策，最终在派驻
单位、财政部门、农业部门的
支持下，争取资金60万元，村

民又集资3.3万元，修建了排水
沟渠2300米，硬化排水管道上
方路面3876平方米。项目竣工
后，不仅解决了污水排放和雨
季内涝问题，还提升了村庄的
整体环境面貌。

工作队来到村里后，组织
村“两委”干部、党员、村民
代表去先进村参观学习，还摸
排建立了村级人才库，推荐 1
名优秀青年入党，在本土人才
中选拔了一批后备干部，其中
有现“两委”成员 1名、退役
军人1名、致富能手3名。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工作队邀请市、县供销社专业
人士来村分析土地流转等项目
的可行性。在工作队的积极推
动下，王福庄村整合村内 173
亩集体耕地公开招标对外发
包，最终以每亩每年 500元的
价格流转出去，年增加集体收
入 8.65万元，经营性收入达到
10万元以上。

“向镇政府申请使用人居
环境整治资金 5万元，重新修
整小广场，安装健身器材 2
套；向镇政府争取公厕建设项
目资金 5万元，将村委会前公
共旱厕改造为水冲公厕，改善
村庄人居环境；设立党员爱心
小菜园，收获的蔬菜供应孝老
食堂……一年多来，在工作队
的帮助下，村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窦德山说。

本报记者 袁洪丽

落日余晖透过窗棂，在代夫忠正在雕刻的石头上投下斑驳光影。他俯身工作台，

雕刻工具在石头上游走，勾勒出他心中的样子——

张泽民张泽民（（右二右二））与技术人员测量排水沟渠与技术人员测量排水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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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花神”。

▼宋代点茶表演。

60岁的代夫忠，是河间市兴村乡龙王
村人，他身上散发着独特的“艺术范
儿”，木雕、石刻、瓷刻、绘画、烙画、
剪纸……无一不精。然而，在这些成就的
背后，是他充满坎坷与挑战的逐梦之路。

10公里的坚持

代夫忠从小就喜欢画画。小学时，
他痴迷于画小人书，经常沉浸在自己勾
勒的线条世界里。他颇有天分，拿着铅
笔在纸上随便一画，就有模有样。初中
时，听同学说河间文化馆有绘画班，十
几岁的代夫忠一路小跑着赶去文化馆报
名。

气喘吁吁地见到绘画班老师时，代
夫忠直言，自己想学画。老师递给他铅
笔和素描纸，让他看着墙角桌子上的物
件作画。代夫忠很快完成，并得到老师
认可，这成为他艺术征程的首张入场券。

满心欢喜地回家告诉父母时，代夫忠
才意识到学习绘画面临的经济压力——每
月5元钱的费用，对当时的家庭来说并非
小数目。父母虽为难，但还是成全了他的
梦想。

从家到文化馆，大约 10 公里的路
程，在如今看来或许不算远，可对于年
少的代夫忠来说，这段路却充满了艰辛。

每次上课，他都要骑着父亲那辆老
式自行车独自前往。因为个子矮，他只
能斜着身子骑行，双脚才能艰难地够着
脚蹬。在这条坑洼不平的土路上，他不
知摔了多少跤。冬天，寒风裹挟着雪花
扑到他脸上；夏天，汗水湿透衣衫。可
每次抵达文化馆，拿起画笔的那一刻，
所有的艰辛都化作了甜蜜。

在那辆吱呀作响的老式自行车上，
代夫忠一路前行。两年的素描学习时
光，他沉浸在黑白线条的世界里，不断
磨练着自己的技艺。

他的努力和天赋，得到了老师的
认可，那时的他，心中坚定了一个信
念：长大后要成为一名画家。

在奔波中逐梦

17岁，是青春的转折点，代夫忠也
迎来了艺术道路上的转变——从素描转
向国画。然而，命运却在此时给了他沉
重一击。

“每次调颜色，我总是调不对。老师
指着各种颜色让我认，结果发现我是红
绿色盲。”满怀憧憬的代夫忠一下子懵
了，“色盲，还能成为画家吗？”

身边的人纷纷劝他回家种地，接受
命运的安排。但代夫忠骨子里的倔强不
允许他轻易放弃。

不想放弃梦想，又不愿给家里增添
负担，他选择背上行囊，外出闯荡。接

下来的几年里，他像一颗漂泊的种子，
四处寻找着扎根的机会。

他在天津菜市场卖过菜，挣了钱除
了维持生计之外，就买纸画画；他还做
过油漆工，给墙围子、长廊、仿古建筑
画画、上色，在这个过程中，感受色彩
的微妙变化。

白天，他在工作中挥洒汗水，为生
活努力拼搏；夜晚，当城市的喧嚣渐渐
沉寂，他便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如饥
似渴地学习着各种技艺。“可能艺术都有
相通的地方吧，我学这些特别快，基本
一看就会了。”代夫忠说。短短几年，他
学了木雕、石刻、瓷刻、烙画、剪纸等
多种技艺。

后来，成家后的代夫忠，在家待了
一段日子。他闲暇时捏泥人、雕木头、
烫葫芦、刻瓷，时间一长，招来乡亲们
的闲言碎语，妻子也不理解。之后，他
带着自己的作品去了北京，想在动物园
门口摆摊证明自己。结果，不仅作品没
卖出去，还被罚了50元钱。

黯然返乡后，代夫忠又去了一家
家具厂打工。在这里，他结识了老木雕

艺人，业余时间他偷偷学艺，雕刻技艺
日益精湛，雕出的人物栩栩如生。

生活虽艰辛，但他寻梦的脚步从未
停歇，坚信努力终会迎来机会。此后几
年，他四处求学，得到多位老师的指
点，艺术造诣飞速提升。

梦想照进现实

33 岁那年，代夫忠带着积累的经
验，回到家乡创业。他成立了公司，
主营石雕、木雕，将自己对艺术的热
爱，转化为生产动力。

彼时的他，一脸络腮胡，浑身透
着艺术大师的气质。整日沉浸在雕刻
的世界里，他废寝忘食，佳作频出。
用 4根檩条制成的盘龙椅，在郑州博览
会上斩获“特大创意奖”；陨石雕刻的
《东方神士》被专家评为盛世艺术精品
并收藏……

他痴迷石雕时，曾走遍大半个中国
寻找石材，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敏锐的
直觉，什么样的石头适合雕刻什么，他
看一眼便能知晓。“玩儿石头，就得懂石

头。”代夫忠说。在他的眼中，每一块石
头都有自己的灵魂，而他的任务，就是
用手中的刻刀，将这份灵魂唤醒，赋予
它们新的生命。

他的得意之作——玉石宴，驴肉火
烧、包子、鱼等满满一桌佳肴，就是用
天然颜色的玉石雕刻而成，栩栩如生。

为进一步提升艺术水平，他曾去北
京拜雕刻艺术家刘鹏为师。凭借扎实的
功底和对艺术的热爱，他成为刘鹏唯一
一名农民弟子。

如今，代夫忠的名声越来越响，慕
名而来者越来越多。他不收徒，而是将
技艺无偿传授给年轻人，还给厂里的学
员发放工资，让他们安心追求艺术梦
想；他还经常参加“非遗进校园”活
动，给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学生传授
泥塑技巧、讲历史文化故事，在孩子们
心中播下传统技艺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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