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在粽叶飘香中轻轻地走
了，但是，端午期间，各种民俗文化活
动，却深深地印刻在大家的心里。

“剪”出平安

6月5日一大早，在洛川县非物质
遗产剪纸传承人吴玉琴家里，她和学
员们一起，忙着用巧手剪纸，寄托端午
情思。

连日来，吴玉琴精心构思，利用一
周时间创作出《洛川端午节》《雄鸡啄
五毒》为主题的3幅剪纸作品。“《洛川
端午节》剪的是端午节大人给孩子挂
五彩线、挂香包、包粽子，我还剪了一
个宝葫芦造型，寓意着平平安安、幸福
美满。”吴玉琴介绍道。

今年 65岁的吴玉琴从小就喜欢
民间艺术，除了平时潜心创作，每到
春节、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她都
围绕节日主题，带着学员一起创作
有节日代表性的作品，表达对传统
节日的情思，以及对艺术生活的诠
释。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想通过给学
员们传承非遗文化，大家一起创作传

统风俗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上
民俗文化，把民俗文化传承下去。”吴玉
琴表示。

“包”住健康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延长县组织了
全体刺绣非遗传承人香包制作活动，并
进行集中展销。

“我们的手工艺品不同于市面上的
流水线产品，每件作品的配色、款式、造
型都是结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打磨
研究、不断修改优化后确定的，有着更好
的寓意和文化底蕴，而且用料更健康，制
作更精美。”延长剪纸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刘琴说。

一个个精美刺绣香包款式新颖、艾
香沁脾，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追捧和喜爱。

而在黄龙，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医文
化，县中医医院医务人员走进社区，带领
居民一起制作中药香囊。

该县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医师同雯表
示，端午节这个时期各地有不同的习俗，
而这些习俗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养生保健
知识，现在，端午节也逐渐成为一个全民
防病祛病、运动健身、除湿祛毒、祈求健

康长寿的节日。
“今天中医院来我们社区开展中医

药文化推广活动，现场给我们讲解了端
午节习俗当中蕴含的中医药文化和日常
养生保健知识。同时，还教我们制作中
草药香囊、学习了八段锦养生操，使我们
对传统节日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提
高了我们对健康生活的重视。”居民马红
丽高兴地说。

“串”起美好

“我把面都准备好了，赶紧过来咱一
块儿捏面鱼儿……”6月 5日一大早，家
住洛川县万荣华府小区的居民郑列琴，
就喊来好朋友们一起忙活起来。她准备
多烙几个面鱼儿送给周围的孩子们，让
他们感受到端午节的美好祝福和民俗之
美。

在郑列琴和朋友的巧手中，各种造
型逐步展现出来，栩栩如生的。“我捏的
是青蛙，也是咱民间传说的‘五毒’之一，
给娃娃戴上驱邪，让娃娃们平平安安、健
健康康。”郑列琴说着。

在洛川，如今所捏的已经不局限于
“鱼儿”这一种样式。各种寄托人们美好

祈愿的造型也被制作出来。捏好的面鱼
儿要进行专门的烙制，成熟的面鱼儿酥
脆可口，人们将其用五彩线穿起来挂在
小孩的胸前，既是食品，也是对孩子健康
成长的一种祝福。

洛川县民俗博物馆讲解员张文艳告
诉记者，做成小鱼的形状，寓意着年年有
余；做成青蛙、壁虎等形状，则有着驱邪
避灾，趋福避祸的意思。有的人还会去
做成十二生肖，比如小兔子寓意孩子活
蹦乱跳，老虎则寓意孩子生龙活虎、虎头
虎脑。

洛川人端午节所烙的面鱼儿，源于
民间的面花艺术，在已经传承了千百年
的历史，2011年 6月被公布为陕西省第
三批非遗项目。它传达着人们的美好祈
愿，是洛川端午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
一。

“总之，这些面鱼儿都展现着传统民
俗，更寄托了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愿。”
张文艳说。

再说端午节里的非遗传统
记者 孙艳艳 乔建虎 杜音樵 通讯员 王文斌 朱延峰 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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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白雪）6月9日上午，“延安·长安——
徐华中国画作品展”研讨会在延安博物馆举行，来自
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大学、西安美术学院、四川大学
等高校近 20位专家学者就徐华作品学术主张、创作
理念等展开了全面、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徐华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安美术学院博
士、陕西国画院青年画院副院长、“长安画社”成员。
长期从事中国山水画教学和创作。作为新长安画派
画家，他求学于西安美术学院，艺术风格形成于西
安，后在西北民族大学任教。为了攀登艺术高峰，他
从甘凉大地来到黄土高原，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
深深扎根、辛勤耕耘，创作了一系列气格正、意境远、
笔墨纯，反映新时代延安的绘画作品。

本次展览展出徐华近 3年来围绕延安、华山和花
鸟等主题创作的国画作品 150余幅，分为四大板块：
春到延安、江山为岳、与花相宜、书画文献，这些作品
承载着徐华的梦想、情感及艺术历程，此次展览将免
费展出至7月28日。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认为：“此次展览意义非
凡，不仅体现了延安百年革命美术传统和千年长安
的美术传统相衔接，还展现出徐华对于长安画派‘一
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艺术传统的传承；同时，
他又把传统笔墨加以现代元素转化之后，形成了他
独特的个人风格，表现出画家对于祖国河山与美好
生活的赞颂。”

一手伸向传统 一手伸向生活
“延安·长安——徐华中国画

作品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浩楠） 6月 12日，延长县融
救助中心正式揭牌投用。通过多部门融救助，横向
拓展救助群体，纵向延长救助链条，让有困难的群众
得到最大化救助。

延长县构建了融救助三级网络体系，一级网络由
县融救助中心统筹 17个部门组成，设立生活、医疗、
教育、就业、住房、司法等救助窗口，抽调部门单位业
务主办人员，混编成组，轮流坐班，受理困难群众救
助申请。二级网络由 8个镇街融救助服务站组成，可
直接办理救助申请，也可提出办理意见，转交县融救
助中心实施救助。三级网络由每个村级融救助协理
员组成，负责帮助群众完善资料、提交申请，做好入
户核查。

延长县融救助中心的成立，将加强资源统筹和部
门协同，形成救助合力，创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工作机制，促进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高效联动，更多
更好地服务困难群众。

更多更好地服务困难群众
延长县有了融救助中心

在延长县实验小学的校园里，有这样
一群青春洋溢的支教老师，他们奔赴山
海，只为遇见那群少年。今天，我们一起
听听宜兴支教老师左明远的支教故事。

走进延长县实验小学，我们可以经
常在操场上，看到一个身材高大、体型健
硕、皮肤黝黑的老师，在给孩子们上体育
课，这个人就是千里之外来支教的体育
老师左明远。

这位大男孩满头大汗、不知疲倦地
带领着小朋友们进行着趣味运动课。投
壶、套圈、螃蟹过河……孩子们玩得不亦
乐乎。

谈及支教之初，左明远告诉我们，去
年 8月份他来到延长县实验小学支教。

“我第一次看到孩子们的时候，他们非常
热情，他们的眼睛是发光的，能感受到他
们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从那一刻起，左
老师决定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让孩子们爱上体育，爱上运动，这是
一名体育老师最大的职责。左老师把

“小学体育兴趣化”的理念带到了课堂，
把枯燥的体育训练变成了一场场欢乐的
游戏，孩子们玩得不可开交。在左老师
的课堂上，孩子们变身小螃蟹横渡小河，
变身将军帅气投壶，在一个个小游戏中
完成体能的训练，两两合作趣味练习腰
腹核心……以往一板一眼的体育课瞬间

“活”了起来。
左明远精心设计教学方案，根据学

生的情况编创各种各样的教学游戏，让
孩子们在快乐中感受运动的魅力。

如今，左明远的体育课成为了孩子
们非常期待的课。董夏青小朋友高兴地
说：“我特别爱上左老师的体育课，他的
体育课太有趣了，我们上得很快乐。”每
每看到孩子们快乐健身，左明远也无比
快乐：“让学生享受体育的快乐，看到他

们学到东西，爱上体育，爱上运动，是我
最幸福的时刻。”

据延长县实验小学教学处主任赵红
介绍，左明远老师是一位有着很高的职
业素养和教学水平的老师，他工作中认
真负责，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
他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方法多样，不但帮
助学生实现了自我突破和成长，还把延
长的特色和宜兴的方法结合起来，编创
了一些新的游戏和新操，不断提高该校
体育课堂的教学质量。

在上好体育课的同时，左明远组建
篮球校队，将学校篮球社团办得风生水
起。

“要拉开，还有不要着急投篮，先瞄
篮，观察场上情况，没有人就投，观察队
友情况。”烈日下，左明远正在为篮球校
队队员讲解比赛的要领，面对篮球队的
情况，除了上好每日的社团课，他也充分

利用学生放学后空余时间加强基本功和战
术练习。

篮球社团成员李鑫博说：“自从左老师
来了之后，我对篮球有了新的认知，左老师
对我的基本功和技能进行了系统化的训
练，我的篮球技术突飞猛进。”

支教以来，左明远并没有把自己当成
一个“流水的兵”，而是以高度负责的主人
翁精神，在每一个平凡的支教日子里挥汗
泼墨，辛勤付出。他仿佛一只萤火虫，点亮
了乡村孩子爱上体育，爱上运动的那束光。

左明远说：“来延长支教期间是我非常
宝贵的一段人生经历，回想起自己的支教
初心，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会坚定
地走下去。”

“黝黑的皮肤是我支教的勋章”
——记江苏省宜兴市来延支教老师左明远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高翠翠 呼未龙

Ren Wu Cai Zhao人物彩照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斯诺克青少年系
列赛延安公开赛上，汇聚众多高水准斯
诺克选手，身为世界冠军的白雨露无疑
是其中焦点之一。虽然她这次发挥失
误，只获得第3名，但她仍表现出良好的
精神状态。

“延安，我的另一个故乡。”比赛结束
后，记者在二道街夜市碰到了白雨露，她
轻松地给记者讲述赛事，并表达了对延
安的深厚情感。

白雨露是陕西渭南人，2003 年出
生，父母在东莞务工，自小便跟随父母在
东莞生活。她的父亲也是一名台球爱好
者，白雨露的父亲在家里放了一张台球
桌，白雨露放学没事经常会自己打着玩，
10岁那年在寒假期间偶然间了解到李
建兵教练在东莞开展台球教学，便走上
了属于她的台球之路。

赛场上，白雨露神态专注而坚定，动
作如同一位熟练的艺术家，球杆灵活地
调整，顺杆精准击球，每一次击打都如同
在乐谱上弹奏出优美的旋律，划出一条
条优美而流畅的弧线。她的眼神中充满

了决心和自信，仿佛她正在与台球这个
神奇的游戏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她时而轻轻转动球杆，调整角度和
力度，时而迅速击打，让台球在桌面上弹
跳，发出轻微的撞击声。每一个动作都
显得那么优雅而有力，向观众展示着她
的技艺和智慧。在她的手中，台球不仅
仅是一种游戏工具，更是一种艺术表达
方式，给观众留下深深的印象。

白雨露说：“我是陕西人，从小受到
延安精神的熏陶，在比赛中，延安精神一
直支撑着我顽强拼搏，能在这里比赛让
我信心十足。”

谈及白雨露在斯诺克领域取得的成
绩，白雨露的母亲表达了她的看法。她
坚信，尽管天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
人可能达到的高度，但努力却是通往成
功的关键。她的孩子白雨露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她展现出的专注和坚持，显
然比天赋更加珍贵。

白雨露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极其认
真的人。她有着强烈的决心和毅力，对
于自己认定的事情，她会全身心地投入

并不断追求卓越。从训练开始，她每天
6点就会准时醒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训练基地。在训练过程中，她从不
抱怨，从不退缩，一训练就是8个小时。

终于，在白雨露的不懈努力下，她从
平平无奇到一战成名，斩获2023年亚洲
斯诺克锦标赛女子冠军、2023年世界斯
诺克女子英国公开赛冠军、2023年金砖
国家斯诺克世界杯冠军、2023IBSF世界
斯诺克锦标赛女子组冠军、2024年又获
得了WWS世界女子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等诸多荣誉。并在2023年2月28日，以
单杆127分的成绩打破女子斯诺克世锦
赛赛史最高分纪录。

“来到延安后，我们参加了红色少年
行研学活动，参观了宝塔山和延安革命
纪念馆。”白雨露对记者说，“给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延安革命纪念馆，走进延安革
命纪念馆那一刻，我内心感到非常震撼，
里面所陈列的文献资料以及革命文物非
常丰富，仿佛红色的革命历史在我眼中
重现，让我对延安的红色精神有了更为
深刻的体会。”

“这几天，我遇到了很多善良淳朴的延
安人，这边的方言我也可以听懂，这里的一
切都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仿佛这里就是我
的另一个故乡。”白雨露说，“平时在家里
时，我们一家人也经常用陕西话聊天。”

白雨露在二道街夜市品尝了各种延
安特色美食，包括黑擀面皮、子长煎饼和
搅团等。她表示，虽然是第一次来延安，
但是这里的一些美食和渭南的口味很像，
比如说搅团，她爸爸在家里也经常会做给
她吃。也有一些陕北的独特美食，让她感
受到了浓浓的陕北风味，在品尝这些美食
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延安美食文化的深
厚底蕴。

“在东莞，我也经常会和师弟师妹们聊
起我在陕西生活和比赛的经历，这次的延安
之行十分难忘，回去之后我会把在延安的经
历分享给他们。”白雨露开心地说，在今后的
比赛中，她将继续传承延安红色精神，并期
待有机会再次来到延安参加比赛。

女子斯诺克世界冠军白雨露：

延安，我的另一个故乡
记者 周家天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葛叶）为解决残
障人士的就业生活问题，多年前，延川县在银丰巷专为
残障人士设置了爱心杂货摊。日前，延川县城市管理
执法大队为该处的 13位经营摊主设置了统一固定货
柜，安装了遮雨棚。

“安装遮雨棚和货柜，给我们解决大麻烦了，再不
用风吹日晒了。收摊以后，柜门一上锁，东西也不需要
来回搬了，省下了不少事。”71岁的刘延平老师傅笑呵
呵地说。

残疾人摆摊面临着可选择岗位少、市场竞争激烈、
需要克服身体不便等困难，出摊收摊较为困难、收入不
稳定。银丰巷处于县城中心，人流量大，手表维修、钉
鞋配锁、鞋袜售卖等生意应有尽有。多年来，摊主经营
时货物周边乱堆，环境秩序较为杂乱。本着帮助残障
人士改善经营环境，提升县城市容环境及城市品位的
目的，延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大队推出的这一举措，受到
了摊主和群众的一致称赞。

为残障人士撑起“爱心伞”
延川县城管执法大队举措获赞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6月 5日，延川县关庄镇
岔口村老年人欢聚一堂，用欢笑和美食共同迎接该村
慈善幸福家园的热烈开业，这也是延川县迎来的第53
个慈善幸福家园的正式投入运营。

岔口村慈善幸福家园利用 5间旧窑洞改造而成，
建筑面积 130平方米，内设爱心厨房、爱心餐厅、儿童
乐园、棋牌室、休息室、娱乐室等相关的附属设施，总
投资 42万余元。村上老人可以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乐在一起，不再孤独，不再让外出打拼的子女牵挂，真
正过上晚年幸福生活。

岔口村老年人代表张世福说：“近年来，上级单位
和村委会支持、关爱、扶助老年人，积极发展养老事
业，不但改善了我们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还让我们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
关爱。”

当天，慈善幸福家园迎来了第一波捐赠，延川县
慈善协会向岔口村慈善幸福家园慷慨捐赠款物 2万
元，爱心企业和村民捐赠了4.51万元，共募集善款6.51
万元，让幸福家园显得更加温情。

“村上将加强对慈善幸福家园的管理，规范制度
机制，优化生活环境，丰富活动载体，真正让老年人住
得舒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安享幸福晚年。”该村负
责人表示。

幸福家园投用
老人欢聚一堂

名人眼中的延安名人眼中的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