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立春了，阳光透过窗户洒进窑
洞，映出窗户上红红的窗花，寓意着
新年的喜庆。62岁的高延梅和85岁
的母亲盘腿坐在炕头，一手持红纸，
一手持剪刀，指尖挥舞间，一张张栩
栩如生的剪纸作品就诞生了。

“我们今年在老家过了年，一
大家子人都团圆了，很热闹。”以往
过年，都是高延梅忙里忙外，张罗
着做年茶饭和过年需要的东西。
现在她和老伴年纪大了，这些事情
都是儿子儿媳们做。“孩子们早早
就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我们只要
负责吃好就行。”言语间，高延梅幸
福满溢。

但最令她感到幸福的事情，还是
孩子们全力支持自己的艺术“事业”。

高延梅是延川县延水关镇牛家
山村人。生于黄土地，长于黄河岸，

从小看着母亲等长辈们做手工长大
的她，自幼便十分喜欢剪纸、刺绣、布
堆画等民间艺术。“记忆里，常常是爬
在一旁看大人们剪纸、做刺绣的一幕
幕。”于是，高延梅也深深迷恋上了这
些民间艺术。

十几岁的时候，每逢村里有人家
过喜事，就抱来一沓红纸让高延梅帮
忙剪纸，热心肠的她从来没有拒绝
过。“大家来找你，说明是认可你的手
艺，虽然辛苦点，但心里很高兴。”剪
窗花、刺绣、做老虎枕……她总是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乡亲们喜上添
喜。

婚后，高延梅和丈夫育有三儿一
女，家里人口多，生活压力大，日子过
得紧巴巴。打零工贴补家用、照顾一
家老小，她常常要从早忙到晚。“那时
候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只能晚上抽空

做。”忙碌的生活没有消磨她对艺术的
热爱，还培养了她坚持不懈的创作恒
心。

延川这片厚重的文化沃土，滋养
了高延梅的创作灵感，其作品具有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陕北地域特色。
老虎枕、凤冠帽、十二生肖、抓髻娃
娃……在高延梅艺术工作室里，陈
列着她近年来精心创作的 220余件
艺术作品，包含剪纸、布堆画、刺绣
等大量手工艺品。

高延梅的作品多次在培训和展
览中获奖，百余幅作品被国内外人士
收藏。2004年，高延梅的剪纸作品
《羊年送福》在第九届当代文学艺术
创作交流会活动中斩获银奖。2019
年，由她创作的布堆画文创产品《状
元凤冠帽》在延川妇联组织的“布堆
画女性附能”项目文创产品创意大赛

中荣获二等奖。这些荣誉，给了高延
梅莫大的鼓励。

“这些年生活好了，儿子们看我
很热爱创作，就提出孩子尽可能他们
自己带，让我专心搞创作，并支持我
成立了工作室。”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让高延梅心里暖暖的。“艺术创作给
我带来了一些收益，改善了我的生
活，也让我更有动力把这些民间艺术
一代代传承下去。”在高延梅的影响
下，她的女儿、儿媳、孙子都非常喜欢
剪纸等艺术。

春节刚过，高延梅已经开始忙碌
了。她计划着在元宵节，趁着游客
多，到圣地河谷·金延安去推介自己
的作品。新的一年，她也早早给自己
定下了计划：创作出更多好作品，开
办传习所，让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得
到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红红的窗花暖暖的年
记者 贺秋平

本报讯（记者 姜顺 王冬 邓志
宏 刘阳）棒槌腰鼓脚踢土，澎湃豪迈
震九天。2月2日，由安塞区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的“安塞区2023年‘鼓舞安
塞’陕北过大年春节文化活动”系列之
一——“安塞过大年”山地腰鼓摄影采
风活动在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举行。

唢呐起，鼓声响，在南沟村的塞北

牧场上，200名安塞腰鼓手头系羊肚子
手巾，腰拴红带，伴着一声呐喊，挥舞
着红绸从土丘上凌空舞来。刹那间，
鼓声咆哮、黄土荡天。楞后生们“摇头
晃脑”，俊女子摆臀扭腰，肆意挥洒激
情。他们当中既有年近七旬的腰鼓艺
人，又有刚过外傅之年的小朋友，印证
了安塞人“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

都会打腰鼓的民谚。
“传统民间艺术不能丢、不能忘，

安塞腰鼓一旦响起就要腿蹬起来，膀
子甩起来，劲要足，气势才能出来，这
是安塞腰鼓的‘魂’。”非遗传承人高
塞东激动地说。

现场，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摄
影爱好者不断移动脚步、调整姿势，

用手中照相机、摄像机记录下震撼人
心的场景。来自甘肃兰州的摄影爱
好者边学泰通过网络了解到本次活
动后，便与友人相约来南沟村采风。

“之前我在电视上看过安塞腰鼓表
演，感到非常壮观。这次来到安塞腰
鼓发源地实地感受，发现远比电视上
呈现出来的精彩。”边学泰说。

安塞腰鼓“狂飙”南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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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陕西昌隆石油
工程技术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不慎将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本丢失，证号：陕
交运管许可延字
610602003442 号，
声明作废。

王忠山不慎将
位于延安市安塞区
真武洞镇环城路立
交桥北侧朝阳小区
A区 5号楼 1-1201
室不动产权证丢
失，证号：陕（2019）
安塞区不动产权第
0000375 号，声明
作废。

父亲王涛、母
亲张慧不慎将儿子
王浩然出生证明丢
失，出生证明编号：
R610068541，声明
作废。

父亲王新刚、
母亲白宇不慎将女
儿王梓诺出生证明
丢失，出生证明编
号 ：P610040256，
声明作废。

父亲刘毛小、
母亲魏阿丽不慎
将儿子刘峻熙出
生 证 明 丢 失 ，出
生 证 明 编 号 ：
O610468004，声明
作废。

加宏和不慎将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押运人员资格证书
丢失，证书编号：
6127321971051909
36，声明作废。

延安市交通职
教培训中心汽车驾
驶员培训学校不慎
将财务专用章丢
失 ，防 伪 码 ：
6106020026925，声
明作废。

（上接第一版）在标准国际化方
面，《行动方案》提出促进养老和家
政服务领域国内国际标准衔接、强
化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支撑构建
高标准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

据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总
局（标准委）将会同民政部、商务部

持续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进
一步优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体
系，加速服务标准提档升级，以标
准引领养老和家政服务业规范化、
品质化、数字化、融合化发展，形成
标准化与养老和家政行业联动发
展新局面。

（上接第一版）

建言献策红色旅游发展

许多游客还对延安红色旅游如
何持续火爆建言献策。带着孩子参
观枣园革命旧址的内蒙古游客张松
告诉记者，延安革命旧址众多，除了
要大力保护外，还应该丰富讲解形
式，不同年龄阶层和不同社会背景
的人群了解红色文化和馆中文物的
需求不同，旧址要针对不同人群采
用不同的方式讲好党的故事、革命
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旧址和文物
更好地发挥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

代新人的作用。
从事互联网行业的游客李先

生说，相关部门利用大数据做过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40％的年轻
游客对红色旅游的兴趣点在于

“沉浸式体验”，这是一种从深度
讲解到科技体验的转变，它能帮
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知识。他认
为，这个调研结果值得延安借鉴，
延安革命旧址要借助科技的力
量，通过角色代入，让游客在沉浸
式场景中增长知识，增加互动性
和趣味性，这样会吸引更多的年
轻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这本‘书’，我们要永远读下去”

农村地区仍然是当前疫情防控
的重中之重。农村地区如何做到“保
健康、防重症”？一直在农村生活的
人是否会感染新冠病毒？为何要搞
好村内环境卫生？近日发布的《农村
居民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健康教育手
册》，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该手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
卫生健康司、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组织编写、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编著。

1.问：农村地区如何做到“保健
康、防重症”？

答：我国农村地域广、人口多、人
均医疗资源相对不足。为了最大程
度降低新冠病毒感染带来的影响，更
好保障农村居民健康，各地围绕“保
健康、防重症”的目标，突出重点人群
管理，做到医疗救治“关口前移”，其
核心就是“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
早转诊”。

“早发现”主要是对65岁以上的
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等重点
人群进行一对一包保联系，每周联系
服务不少于 2次，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处置。
“早识别”就是要加强对这些重

点人群的健康监测，对可能出现的一
些情况，比如有些基础病的并发症、
新冠重症风险的苗头和倾向性症状
出现以后，要及时识别，及时给予指
导和转诊。

“早干预”就是在基层要配备必要
的氧疗设备，如氧气袋、氧气瓶、制氧
机，还要配备便携式血氧仪监测血氧，
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给予吸氧和相应
的药物治疗，同时结合实际及时转诊。

“早转诊”就是发现了需要转诊
的患者，要及时转到上级医院接受治
疗。

2.问：一直在农村生活的人，会
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答：人群对新冠病毒普遍易感。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强、传播速度
快。过年、过节期间及前后，人员流动
加大，返乡人员增多，也会有很多旅游
者来往，加上节庆娱乐、聚餐聚会、走
亲访友等人际交流活动，这些都加大
了农村居民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3.问：赶集、去农贸市场或超市
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赶集或前往农贸市场、超市
时，应全程佩戴口罩，咳嗽、打喷嚏时
应避开他人且不应摘掉口罩，不随地
吐痰。挑选商品或排队结账时，与他
人保持 1米以上社交距离。注意手
卫生，尽量少接触公共设施和物品。
及时洗手或使用手部消毒剂，不要用
不干净的手触摸口、眼、鼻。倡导线
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采购，鼓励
线上采购、上门配送、无接触交易等
便利服务。

4.问：为什么要搞好村内环境卫
生？家里没有自来水怎么洗手？乡
亲间如何互助？

答：村内环境卫生与健康密切相
关。乱扔垃圾、乱倒污水、乱堆柴草、
禽畜散养，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为
各种传染病的滋生和流行制造了条
件，给村民的健康埋下隐患。应做好
环境整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日产
日清，垃圾、污水集中处理；保护好饮
用水源，治理排污渠、臭水塘；家禽、

家畜圈养，各家各户要做到庭院及周
围环境干净整洁。

如果家里没有自来水或其他清
洁流动水源，可请他人用水盆、水瓢、
水壶等器具盛水，倒在手上形成流动
水冲洗。

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主动关
心关爱、探视探访邻里，为有需要的乡
亲提供代买生活用品、紧急送医等力
所能及的帮助，将富余的治疗药品、口
罩、消毒用品等分享给急需的乡亲。

5.问：婚丧嫁娶还要简办吗？走
亲访友应注意什么？

答：婚丧嫁娶尽量简办，适当控
制规模，避免大操大办。疫情比较严
重时，要按照当地疫情防控的规定和
要求，减少聚集性活动。

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的家庭聚
集性活动，减少亲朋聚餐聚会的规
模、人数，缩短聚会时间。倡导电话、
网络问候。

探亲访友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要佩戴口罩，注意手卫生，保持社
交距离。

本报讯（记者 任琦 郭子仪）
2月 2日，经过延安鲁艺文化中心、
延安文艺纪念馆十多年的努力，终
于迎回了一批重要的革命文物。

这批文物是由冼星海的女儿冼
妮娜捐赠，分别是1939年的《黄河大
合唱》油印本，《生产大合唱》油印本，
以及冼星海批改的音乐教案原始手
稿等，还包括冼星海家人的书信。书
信中记录着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大合
唱》从演出到取消演出，再到重新演
出的过程。同时，还有一支冼星海在
延安时期使用过的钢笔。

冼妮娜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加
起来仅仅八九个月，冼星海离开延
安时，她才八个月大。多年来，她对
父亲的了解都是通过母亲钱韵玲的
讲述。退休后，她有更充分的时间

整理父亲的遗作，收集父亲的史料
和失散的作品。

冼星海的妻子钱韵玲离开延安
之后，带着冼星海在延安时期几乎
所有的作品，其中包括冼星海在俄
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创作的作
品。部分手稿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
乐研究所存放，少部分作品在家中
存放，用以维系家人的念想，这一保
存就是80多年。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延安文
艺纪念馆馆长刘妮表示，此次捐赠对
于丰富冼星海本人的创作历程，充实
和丰满《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
等相关音乐创作故事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讲好经典作品和经典人物故事
所蕴含的延安精神，也提供了重要的
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80多年后，珍贵革命文物“回家”了坚决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农村地区如何“保健康、防重症”？
为何要搞好村内环境卫生？
——从《农村居民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健康教育手册》看当前疫情防控重点

新华社记者 李恒

“春天果园管护的重点是什
么？”“果枝该怎么修剪？”……连日
来，子长市技术骨干下基层进村庄，

“土专家”争先上阵进果园课堂，果
农认真学技术提效益……山山峁峁
间，田间地头上，处处奏响着“春天
的故事”乐曲。

技术骨干下基层，洒下培
训“及时雨”

“这次培训可真是一场‘及时
雨’，技术员面对面讲解，手把手
教，很接地气，也很管用，我对果树
管理更加有信心了。”2月2日，山地
苹果栽植大户李军在玉家湾镇春季
果树管护培训现场高兴地说道。

今年 1月下旬以来，这种接地
气的春季山地苹果管护现场培训在
子长已全面铺开。子长市各镇、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抢抓山地苹果示
范园春季管护重要时机，纷纷邀请
子长市果业中心技术员到果园实地
给果农讲解培训，截至目前，子长市
果业开发中心先后到杨家园则镇、
余家坪镇、寺湾便民服务中心等 8
个镇2个街道办4个便民服务中心，
开展形式多样的春季果园管理管护
技术培训，促进子长果业增产增效、
农民稳步增收。

子长市果业开发中心结合全市
果园发展情况，将全中心的果业技
术人员和业务骨干，分成小组下沉
一线，依次对各镇果农详细讲解果
园春季修剪技术、常见病虫害的预
防与治疗、土肥水管理、整形修剪等
方面的管护实用技术。同时，全面
细致解读和宣传山地苹果产业的相
关扶持政策，进一步增强果农发展
山地苹果产业的信心。

截至目前，子长市共举办镇级
培训20期，培训镇村两级干部和果
农3000人次；实地培训320期，培训
果农1.2万人次。

“土专家”争先上阵，果园
课堂气氛热烈

眼下正是春季山地苹果管护的
关键期，苹果种植“土专家”、种植大

户、致富能手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在果园课堂里争先上阵。

1月 31日，在王家湾村山地苹
果示范园里，“土专家”米世红正通
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果农讲解果园
春季整形修剪技术、常见病虫害的
预防与治疗等方面的管护，手把手
指导果农进行修剪和拉枝操作，并
对果农提出的问题耐心细致给予解
答，现场气氛热烈。

安定镇党委书记张金虎介绍，
安定镇抢抓山地苹果示范园春季管
护重要时机，除了子长市果业开发
中心的技术员集中培训外，结合全
镇实际情况，将一些“土专家”、种植
大户、致富能手等组织起来，进行技
术交流、举办修剪大赛、现场观摩
等，迅速拉开节后全镇春季果园管
护序幕，不断增强果农管护技术，为
全镇山地苹果增产增收奠定了坚实
基础。

果农认真学技术，科学管
护提效益

通过技术培训，许多果农受益
并发展成产业大户。贺家湾村的许
贺红就是其中之一，多次参加培训
的他逐渐掌握了果树疏花、保花保
果、修剪拉枝等管护要领。

“这几年，我深刻地认识到果园
管理不仅需要技术员指导，还要靠
我们自己主动学习，主动管理。我
家的果园就是靠我一个人管护，15
亩果园去年赚了 13万元。”许贺红
说。

一场场扎实有效的培训提高了
果农规范化管理果园的技术水平，
增强了果农春季管护的信心与决
心，为子长市山地苹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为山地
苹果增产增收奠定坚实基础。下一
步，子长市将继续加强对山地苹果
管护技术的培训与指导，推动老果
园提质增效，促进幼园管护高标准、
成规模，做到抓一块、成一块，助推
全市山地苹果产业规模化发展、标
准化管理，使全市果业增产增效、农
民稳步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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