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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陈莲莲:“我最爱的就是剪纸”
通讯员 郝丽萍

走近非遗走近非遗

人人都说，人这一辈子总要有
个爱好。有人爱吃，想品味天下美
食；有人爱玩，随性洒脱恣意快活；
有人爱美，悦人更悦己。

世界多繁华，生活多滋味，陈
莲莲在思索良久后，坚定地说：“我
最爱的就是剪纸。”

陈莲莲是安塞区真武洞镇马
家沟村村民，由于兄弟姐妹众多，
从小她家中生活十分简朴。

陈莲莲的母亲高志珍传承了
陕北妇女心灵手巧的特点，自小剪
得一手好窗花，每次逢年过节，除
了装扮自己家以外，还给邻里邻居
都送上窗花，是村里有名的剪纸巧
手。

陈莲莲深受母亲影响，从小就
对剪刀和边角料的小纸片情有独
钟，其他姐妹在玩沙包、踢毽子、疯

跑的时候，她总能安安静静地坐一
会儿，剪一个不太像样的小花形。

无论如何，母亲总是夸奖，剪
得真好。在母亲慈爱的目光里，陈
莲莲越发上劲，她对剪纸的喜爱，
是真诚的、朴素的，发自内心的。

可是，尽管有热情，陈莲莲在
剪纸这事儿上还是个外行，于是，
她决定拜师学艺。1998年起，陈莲
莲师承李福爱、王西安等民间艺术
大师，专业进行农民画、陕北剪纸
的创作与研究，2003年大专毕业
后，受聘于县文化文物馆进行剪
纸、农民画创作。

就这样过了四五年，陈莲莲
“出师”了。陈莲莲在学习传承陕
北民间文化艺术优秀基因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发展创新自己的创作
理念。她结合自身特点与技法，创

作出充满个性色彩的“阴阳剪”“多
彩剪”“立体剪”等多种技能。她的
作品风格灵动俏秀，手法大胆细
腻，构图新颖别致，内容朴实接地
气，题材紧密结合新社会新生活，
作品先后在省内外各类民间艺术
大赛中荣获数十项大奖。

那时，陈莲莲第一次有了一种
强烈的冲动，由喜爱变为执着，她
便要一直坚持下去。

2013年，陈莲莲创办了“安塞
金剪刀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专
注于传承和发展传统民间文化艺
术。经过几年发展，合作社也由最
初 5名社员，发展到现有社员上百
人，成为安塞文化产业中的朝阳产
业。为了使合作社的发展更好地
适应市场，陈莲莲费尽心思，她一
方面联合其他公司进行产品的研

发与推广，开发出精品丝巾、文化
伞、手提袋等 10余款文化衍生品，
推向市场后，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与认可。另一方面，在安塞妇
联、文化部门的引领下，积极地举
办各种剪纸培训班、农民画培训
班、布贴画培训班，培养了千余名
优秀学员，让文化艺术得到了广泛
传播。

“我喜爱的也很多，但是只有
剪纸能带给我幸福的感觉。”陈莲
莲说，“剪纸这门手艺，真的要好好
学、认真学，要在学习的时候有所
创新，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么好的文
化艺术传承下去。”

听一曲陕北说书，品一回百态人生。近日，安塞区文
化大楼前的广场上，台上说书人三弦清鸣，台下听书人成
群团坐。由安塞区委宣传部主办、安塞区文化和旅游局承
办的公众文化惠民演出说书专场活动拉开帷幕。

陕北说书是陕北地区十分重要的传统曲艺形式，主要
流行于陕西北部延安、榆林等地。最初是由穷苦盲人走村
串乡运用陕北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后吸收眉户、
秦腔以及道情、信天游曲调，逐步形成陕北说书。因其唱
词通俗流畅，曲调激扬粗犷，讲述故事、描摹人物、表现情
绪形象生动、极具地方特色，受到陕北地区老百姓的极大
喜爱。说书现场，只见陕北说书艺人分别怀抱三弦，腿绑
甩板，手拿快板，用抑扬顿挫的三弦声，通俗易懂的唱词，
诙谐幽默的语言，将安塞区产业发展、生态变化、乡村振兴
等新面貌呈现给现场观众。

“年轻的时候冬闲了没活干，村里家家户户请说书匠，
一家一家轮着说，从腊月到正月，整个村子里都是三弦
音。”今年 69岁的刘勇告诉笔者，他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听
书，“20岁的时候我就是在说书场上认识了我婆姨。我俩
都喜欢听书，每到逢年过节都要听，一搭里听书已经听了
49个年头了。”刘勇说。

不光是刘勇，陕北说书第一代女说书人韩应莲也是文化
广场表演的演员。她曾跟随她的父亲韩起祥学习陕北说书，
并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无数次深入基层，把政府的好政
策宣传到千家万户。她曾获全国群星奖金奖、中国曲艺牡丹
奖银奖，被中曲协授予“优秀中青年曲艺家”称号。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说书代表性传承人，
韩应莲说：“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们只有
多带学生，带好学生，把我们的民间艺术陕北说书面对面、
手把手传承给学生，把非遗工作做好，才能让非物质文化
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时代光彩。”

在文化惠民演出中，陕北说书艺人用三弦、快板、笛子伴
奏，边弹边唱、说唱相间，向众多听众讲唱神话传说、历史传
奇、民间故事以及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等，动情之处，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台上说书艺人说得卖力，台下群众听得用心。

听着说书，今年上小学五年级的高铭远时而打拍应
和，时而哈哈大笑。“我经常来听这里的说书表演，我觉得
说书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传统文化。”高铭远说道。

据了解，公共文化惠民演出说书专场通过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让群众感受到了陕北说书的发展与创新，丰富
了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演出从5月初到9月底，持续在安
塞区文化大楼和河滨公园内进行，营造欢乐、喜庆、祥和、
文明的氛围。

走进安塞区坪桥镇西洼界村的蔬菜大棚基地，一座座
鳞次栉比的温室大棚里，一株株蔬菜长势正旺，红彤彤的
西红柿、碧绿的黄瓜、绿油油的辣椒……这生机勃勃的景
象里蕴含着西洼界村村民王国志丰收致富的希望。

“西红柿上市已经两个来月了，最近大棚里的西红柿都
到了成熟的中后期，现在光西红柿已经卖出2万多斤了。”正
在采摘西红柿的王国志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2020年以前，因为没能好好抓住上学的机会，王国志
只能在城区周边揽工生活，收入微薄且不稳定。2021年，
西洼界村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在政府政策扶持下，在
父亲王占祥的鼓励和帮助下，王国志投资120多万元，流转
土地80余亩，建起17座新型日光温室大棚，集中精力发展
大棚种植产业。

“说实话，120多万元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确实不
是小数目。但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党和政府大力支持，
我有发展信心。”王国志说，在建棚的过程中，当地政府给
了他极大的帮助，不仅解决了水电路的问题，还给棚上安
装了配套设施。

设施农业是安塞区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从 20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发展大棚蔬菜种植，现已成为陕北设施蔬果重
要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近7万亩，产值超过11亿元。如今，
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大好形势下，发展大棚种植产业已让种
植大户们有了增收渠道，同时也实现了产业就业可持续，
达到了收入增长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这些西红柿不仅看着美，吃着也美着呢。”正在摘西红
柿的王国志边说边摘了一颗通红的柿子，笑盈盈地递给笔者
品尝，满口酸甜的西红柿汁水，着实让人感觉新鲜解腻。

王国志告诉笔者，他现在还有2棚西红柿正在热卖，另
外还有 6棚辣椒和几棚豆角也正在销售中。“尤其是西红
柿，品种好、卖相好、产量又高，绵密的沙瓤再加上沙软酸
甜的口感，根本不愁销路。”王国志说，他的西红柿、辣椒、
豆角除了供应安塞的市场，多数销往外地。

“西红柿比较娇气，温度、湿度、农药控制不好，整茬收
成就不好。”王国志说，他又利用 6棚小瓜倒茬地栽种了西
红柿。只要一有时间，他就钻在大棚里，平地、浇水、施肥、
控温……时时惦记着。“我对这些蔬菜就跟对自己家孩子
一样上心，一天就想看着它们慢慢长大。”

一篮篮红彤彤的西红柿，是勤劳的果实，也是红火日
子的象征。“这茬西红柿结完果后，我准备尝试栽种些新品
种小瓜和西瓜，时间也正好能赶在过年前后，肯定能卖个
好价钱，今年百万目标也就算完成了。”王国志一边摘西红
柿，一边信心满满地说道。

种植西红柿 映红好日子
通讯员 潘燕

走，一搭里听陕北说书去
通讯员 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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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莲莲（右）教外国游客学剪纸

● 剪纸艺术已走进小学美术课堂● 巧手剪出新天地

他是村民的“主心骨”
——记甘泉县桥镇乡闫家湾村第一书记马川富

通讯员 范筱霞

“今天吃的这块蛋糕真是分外香甜啊！感谢马书记给
我过生日。”甘泉县桥镇乡闫家湾村72岁的老党员李上明
激动地说。

近日，甘泉县桥镇乡闫家湾村第一书记马川富组织村
“两委”成员为老党员提前过了一次生日，还为60岁以上
的党员每人送去500元慰问金。

这仅仅是第一书记马川富为民办实事的一个缩影。
提起马川富，闫家湾村的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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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出生的马川富是甘泉
县医保局的干部，2021年 8月份被
派往闫家湾村任第一书记。

“今天走访了许融、贾建设、康连
喜、霍怀斌四位脱贫户，虽然他们脱
贫了，但是为了让他们的光景过得更
好，我还是得给他们详细讲解产业扶
持政策。”当笔者见到马川富时，他正
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整理笔记。

村民王怀莲由于常年外出打
工，家中只有年迈的父母，这让他一
直放心不下。“马书记是个热心肠

人，常常陪我爸妈聊天，还抢着把柴
抱进家里，有的时候，看见他们身体
不好，就主动帮着联系村医进行身
体检查，这让我们很放心。”

68岁的白艳珍患癌症已经5年
多了，光医药费就花掉了10多万元，
丈夫双腿残疾没有劳动能力，仅有的
一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苦难的生活
让这个可怜的女人整日愁眉不展。

马川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今年 5月 1日，马川富为她送去米
面油。5月 17日上午，马川富又协

调驻村帮扶单位，医保系统全体干
部职工带着猪肉、面粉、蔬菜等新
鲜食材来到村子里，组织白艳珍、
脱贫户和留守老人一起在村委会
院子里调饺子馅、包饺子。热腾腾
的饺子一碗碗端到老人的桌前，一
时间小院里充满欢声笑语。

在马川富的带动下，不少村民
主动伸出援手，帮白艳珍一家人渡
过难关，白艳珍脸上的笑容渐渐多
了起来，她感激地说：“以前真的觉
得日子没有盼头，多亏马书记在生

活中对我的帮扶，还一直给我做思
想工作，我现在思想负担也没有那
么重了，以后会尽全力把我的日子
过好。”

“马书记是我们的主心骨，有
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村里的变化
也看得见、摸得着，好着呢。”看到
村里一天一个变化，村民张仲庭深
有感触地说。

“村里的事就是我的事，既然
是‘第一书记’，就该为村里办点实
事。”马川富说。

闫家湾村地处洛河南岸，距乡
政府驻地 4公里，下辖 4个村民小
组，户籍人口 225户 655人，其中建
档立卡脱贫户 50户 142人。辖区
内现有习仲勋旧居、陕甘边苏维埃
政府旧址、列宁小学以及边区造币
厂等诸多重要的革命遗址，红色资
源丰富。

闫家湾村属于全国首批美丽
乡村建设试点村，对照红色美丽乡

村项目实施方案有关要求，马川富
主动与乡上对接、沟通，组织人员
对村上人居环境进行清理，让闫家
湾村变得更加美丽宜居。

不仅如此，马川富还经常组
织党员在辖区内的旧址参观学
习。通过学习，让他们认识到要
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保护好、
管理好、利用好这些弥足珍贵的
史料和旧址，同时，要以革命烈士

为榜样，继承和弘扬先烈遗志，进
一步增强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
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提高
认识，以更自觉的态度、更严格的
标准、更务实的作风，立足岗位、
认真履职，努力为全村的经济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利用好家门口的
红色资源，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6

月 15日，马川富经过多方面协调，
联系到咸阳美院的 30余名学生到
闫家湾村写生，带动了当地的西
瓜、小瓜和水果玉米的销售。

“在我来之前，对闫家湾村的
了解有限，以为这里的条件可能会
很艰苦，没想到到了这里，村子环
境优美，风景宜人，文化底蕴深厚，
是一个特别值得来的地方。”咸阳
美院的大二学生杨硕说。

群众生活的贴心人▶

产业发展的有心人▶

● 公共文化惠民演出说书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