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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快时如火如荼，悲凉时如
诉如泣，明亮音色中，低音浑厚高
音挺拔……陕北高原上，子长唢
呐以其热烈奔放之音、雄健阳刚
之气，倾诉着黄土高原独有的风
土人情和人文情感。唢呐声声

“吹”古今，传承传统技艺，奏响时
代之音，唢呐艺人用他们的行动
奏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技艺代代传承

“那时候条件差，虽然学了唢
呐但没有唢呐吹，我们就自制唢
呐……”7月9日，在子长市瓦窑堡
街道陈家洼村唢呐爱好者贺习才
家的窑洞内，95岁的贺习才给自
己的子孙讲述自己当年吹奏和制
作唢呐的技艺故事。贺习才说，
自己从小就吹唢呐也制作唢呐，
现在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子四
代人都喜欢唢呐而且都会吹奏唢
呐，自己感到非常开心。

子长唢呐历史悠久，技艺代
代相传，每一个技艺高超的老师
傅都是从小学徒一步步成长起
来的，才让高亢雄浑的美妙音乐
在黄土高原奏响。

今年 54岁的子长唢呐市级
非遗传承人赵治海9岁起就开始
学习唢呐，20岁组建乐班，大半
辈子与唢呐为伍，以唢呐为伴。

“我从小就爱好音乐、爱好
唢呐，我们村里有吹唢呐的，我
觉得音色好听就跟上学，后来
碰上一个更好的师傅，我又跟
着学，再后来跟着西安高校来
的专家学，让我的唢呐吹奏技
艺更加专业了。”赵治海说。

吹奏技艺越来越专业，请赵
治海演出的人更多了，但他做得
最多的就是传承技艺。徐安安
就是他教授的学徒之一，提起学
艺之路，他对赵治海感恩有加。
徐安安说：“我是从 17岁开始正
式跟赵治海师傅学习吹唢呐，5

年之后我也出师了，吹唢呐
就是我的职业，到现在我

带出的徒弟也有十来

个了。”
“我1979年高中毕业以后拜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焦养亮为师，和他学习唢
呐吹奏的技巧、曲牌。经过两三
年的努力，我也出师了。”李金锡
作为焦养亮的第一批学徒，谈起
师傅对他从艺路上的指点，李金
锡充满感激。后来李金锡也带
了好多出色的徒弟，他们有老有
小，甚至有的比自己年龄还大。

“我觉得要把传统艺术和现代流
行乐结合起来，我的徒弟们做
得很好，这项技艺我们必须要让
下一代好好传承。”李金锡说。

艺术滋养人生

美好的音乐，自有非凡的吸
引力。这也是唢呐吹奏技艺代
代传承的重要原因。

如今已年过六旬的焦养亮
自小喜欢音乐，但由于家庭困
难，当时他买不起任何一种乐
器。15岁时父亲去世，17岁时焦
养亮当了煤矿工人。幸运的是，
煤矿上有各种乐器，让爱好音乐
的焦养亮首次和唢呐结缘。他
的认真演练在一次偶然机会中，

得到了子洲唢呐艺人安四的关注，
获得了他第一次演出的机会。

焦养亮说：“安四在子长办事，
到了冬天实在是找不到人，听人说
我喜欢唢呐，就找到了我一起演
奏。我一共和安四出去办了 7次
事情，到第二年3月份出师了。”

办事情，就是办红白喜事，凡
遇婚丧嫁娶、闹秧歌、办庙会等各
种活动，子长唢呐总会相随，唢呐
艺人也紧俏。焦养亮跟着安四兼
职当起了唢呐艺人。

当时的焦养亮凭借自己对
音乐的执着、扎实的基础以及突
出表现，很快连续被省、地、县评
为“新长征突击手”。后来，在面
临煤矿改革需要转岗时，兼职不
久的焦养亮毅然决定辞职专门
吹唢呐。

不曾想，这唢呐一吹，焦养亮
就吹了 30 多年。一张张获奖证
书、一块块奖牌、一个个演出证，都
是对过去岁月的见证：1986年陕西
民间艺术大赛二等奖、1992年“朱
栽堉杯”全国唢呐大奖赛三等奖、
2006年全国首届吹歌展演“文艺山
花奖”和“吹歌大王”称号……这些
荣誉和成绩都给了焦养亮莫大的

鼓舞，让他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执
着、更坚定。

打造更多精品

成名后的焦养亮在想如何让子
长唢呐发扬光大，让唢呐技艺一代
代传承下去，只凭他一个人“吹”是
不行的，还需后继有人。于是，他打
破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守旧
观念，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会尽心
尽力教。

焦养亮对唢呐的热爱影响着周
围的唢呐爱好者，他的儿子焦斌斌
也深受父亲影响，和唢呐结下不解
之缘。如今，焦斌斌子承父业，也将
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全市爱好
唢呐的中小学生，践行着对子长唢
呐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的任务。

焦养亮为了让子长唢呐更好地
传承，利用自己能懂得简谱的优势，
把自己多年苦心收集的曲牌整理成
了《子长唢呐传统曲牌》一书，成为子
长唢呐发展中一部重要的教科书，供
更多热爱子长唢呐的人学习。

除了民间力量，子长市相关部门
积极推动让子长唢呐吹得更响。近
年来，子长唢呐队伍不断壮大，唢呐
班子发展到 100多个、人员近千名，
由原来的单班吹奏变为数百人的群
体演奏，曾参与多部影视剧演出，多
次登上央视舞台、走出国门。荣获过
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以及中省民乐、器乐大赛等多个奖
项。2021年子长唢呐列入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

子长市文化艺术培训中心唢呐
协会主席马晓鸿说，今后将通过走
访老艺人，整理音乐曲谱，录制老
传统曲牌，同时积极开展子长唢呐
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等活动，进
一步做好子长唢呐挖掘、传习和传
承工作。另一方面，不定期组织开
展唢呐的培训和比赛等活动。为
子长唢呐发展储备人才，打造精
品节目，将子长唢呐这一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村民们的好日子离不开蓬
勃发展的产业支撑。延安市宜川
县云岩镇副镇长、辛户村党支部
书记张延刚，30余年如一日带领
村民发展苹果产业，让辛户村群
众告别了穷日子，人均年收入突
破 5万元，走出了一条通往幸福
的康庄大道。

2月8日，辛户村苹果产业园
清园工作正在进行。春季苹果清
园是病虫害防控的重要环节，也
是张延刚每年立春之后都放在心
头的工作。“辛户村的苹果长得
好、卖得好，来自于我们对每一个
管理环节的把控。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付出多少心血就有多少收
获。”张延刚说。

自从 1989年当选辛户村村
委会主任后，张延刚一直是村民

眼里有本事的能人。在多年的工作
中，张延刚兢兢业业，没有辜负过乡
亲们的期待。

要想富，得种树。1992年，张
延刚萌生发展产业的念头，决心带
领村民种果树。

“种粮食一年到头都不赚钱，种
苹果咋能挣钱？”“苹果又不能当饭
吃。”“这么多人都种苹果，种下的苹
果给谁卖？”当时，村民们都觉得不
种粮食改种苹果是一件非常冒险的
事情。张延刚明白，要想说服大家，
还是得带头示范。于是，他承包了
村里的机动地种果树，并带着愿意
栽种苹果的村民平整土地，按照统
一标准种植。当年，辛户村成为云
岩镇的苹果示范村，建园质量全县
第一。

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辛户村已
凭借苹果产业成为全省“一村一品”

示范村，但张延刚并不满足。他
说：“不仅要考虑辛户村的当下，还
要考虑辛户村的未来。”

近年来，苹果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张延刚组织村民成立了云辛果
业专业合作社，建起了气调库、选果
线、电商服务站点，形成了“企业（公
司）＋合作社＋基地＋果农”的现代
农业发展新模式。

“现在，我们建起了 4.0智能选
果线和 3000吨气调库，帮果农销
售、管理。我们还牵头建了云辛果
袋厂，通过发挥15个村的不同资源
优势，组建起云岩镇集体经济联合
社。”张延刚介绍。

辛户村村民陈建军一路见证了
村上的苹果产业发展。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陈建军就积极参与苹
果产业发展。如今，陈建军不仅打
理自家的果园，还在果袋厂工作。

“我们村选对了带头人，所以大家也
能跟着走对路子，过上好日子。”陈
建军说。

如今的辛户村，村民住进了“小
别墅”，很多人在县城购买了楼房，
家家户户拥有了小轿车，日子越过
越红火。

近年来，辛户村以乡村振兴为
抓手，不断做优苹果、特色养殖、食
用菌种植等产业，助推村集体经济
发展；依托延安干部学院现场教学
点、延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优
势资源，高标准打造一批农家饭庄、
采摘观光、农耕体验、休闲度假等乡
村旅游集体发展项目，实现了农文
旅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路上，张延刚带领着
村民们步履不停，不断书写精彩答
卷……

（来源：《陕西日报》）

2023年 1月 17日一早，在西
安参加完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
颁奖典礼，谢林就动身返回志丹
县。他说：“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大
家分享这份喜悦。”

谢林是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
一名干部，但他另一个更加广为
人知的身份是志丹县雷霆应急救
援队党支部书记、主任。

6年多来，以雷霆应急救援
队为“阵地”，谢林带着一群人，秉
承“公益救援，无私奉献”宗旨，奔
波在应急救援一线。

“这次获得‘助人为乐模
范’称号，不仅是我个人的荣
誉，也是对我们救援队工作的
高度肯定，将激励我们继续在
公益救援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谢林感慨道。

谢林着急往回赶，除了想跟

大家分享喜悦外，还有些事放心不
下。“临近年关，人流物流聚集，各类
风险隐患增多。近期我们要强化备
勤工作，时刻准备协助公安、消防等
部门做好防灾救援等工作。”谢林
说。

2014年，服役13年的谢林转业
到志丹县自然资源局，在处置一起
山体滑坡事件时，他发现现场救援
力量不足，专业性不强，现场秩序相
对混乱，严重影响救援进展。

“组建一支志丹人的专业救援
队。”彼时，这个念头在谢林心中扎
下了根。

作为一名老兵，谢林参加过多
次救援，有着丰富的实地救援经
验。2016年 6月，在谢林的积极筹
备下，志丹县雷霆应急救援队成立。

成功营救失足落水老人、紧
急救援被困工人、执行排洪抢险

任务……“经过几次救援，大家都
知道了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真正为
人民服务的队伍，是一支充满正能
量的队伍，于是各行各业越来越多
人参与进来。如今，我们这支队伍
已有93名成员。”谢林说。

1月 14日深夜，谢林接到志丹
县一名群众的电话，称孩子离家出
走，至今未归。

冬日的陕北，寒风刺骨，室外温
度早已降至零下 20摄氏度。谢林
赶紧召集救援队成员前往寻找。在
家属的配合下，1个多小时后，救援
队顺利找到孩子，并将其安全送回
家。

“像这样深夜寻人的救援任务，
我们经常接到。只要能帮到人民群
众，我们一定义无反顾。如今，志丹
县很多群众遇到困难，都会寻求我
们救援队的帮助。我想，这就是对

我们最大的认可。”谢林笑着说。
支援河南抗洪抢险、奔赴四川

泸定县灾区参与救援、赶赴甘肃文
县抢险救援……近些年，志丹县雷
霆应急救援队奔赴全国各地，执行
应急救援任务，得到了当地群众的
广泛赞誉。

“去外地执行任务，我们代表的
是圣地延安的形象，因此，在开展救
援时我们总是跑在前面、干在实处，
以优良的作风勇敢担当，执行最艰
苦、最危险的任务。”谢林说，很多群
众都感慨，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延安
人对延安精神的传承。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我们。
我们将苦练过硬本领，配齐应急救
援装备，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水
平，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谢林
说。

（来源：《陕西日报》）

黄土塬上唢呐响 非遗文化有传承
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王平

● 学生们正在练习吹奏唢呐

RenWuCaizhao人物彩照

张延刚：振兴路上的“赶考人”

谢林：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我们

7月15日，延安市中心血站采血车开进宜川县，开展为期5天的
“无偿献血献爱心”活动，全县党员干部、居民群众纷纷撸起袖子，以
实际行动诠释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情。

在献血现场，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居民群众自告奋勇。填表、化
验、登记、采血、留观……整个献血过程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这些人
中既有连续多年无偿献血的“献血达人”，也有初次奉献爱心的“献血
新秀”，他们将一颗颗诚挚的爱心化作了一袋袋鲜红的血液，用点滴
热血传递爱心与温暖，架起了生命的桥梁。

“您好！这次您准备献多少血量？”
“400毫升。”
“这是我第13次献血，每次都是400毫升。”宜川县城市管理执法

局“献血明星”——54岁的何小平自豪地说，“单位很多人每年都参
加无偿献血，大家觉得献血既能帮助他人，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又有好
处，所以积极性很高。”

刘嘉怡是当天第一个赶到现场参加献血的宜川中学高三毕业
生。她表示，自己一直以来就想通过献血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当得知延安市中心血站在宜川县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时，她当即决
定去献血。“献血能够挽救他人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
事情，很高兴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我的 18岁。这既是我送给自
己的一份毕业礼，也是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送给社会的‘成长
礼’。”刘嘉怡说。

宜川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干部沈苗是一名有着 5年军旅生涯
的退伍老兵，这是她第 5次参加无偿献血。“我献血就是希望能够帮
助到其他人，为救治患者贡献一份力量，我觉得很有意义。”沈苗
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这个社会作出力所能及的
贡献。”

一袋袋的爱心热血，一张张光荣的献血证书，凝聚着宜川干部群
众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大家纷纷表示，愿意
做流动血库，为无偿献血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用自己的热血挽
救更多人的生命，让更多的人重获健康、重拾生命。

“仅半天时间，就有 70余名符合献血条件的宜川干部群众完成
采血工作，很让人感动！”延安市中心血站采血车化验员常花说，“无
偿献血既是一项社会公益活动，也是一项社会责任。我们倡议身体
健康的居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勇敢地伸出臂膀，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回不可重来的生命。”

爱在血液中传递
通讯员 李文振

本报讯（记者 姜顺）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入夏以来，市区内
行道树下总会有油状污染物，这些油状物晒干之后呈黑色，踩在上面黏
黏的，出去走一趟，鞋底上也会粘上一层厚厚的胶状物质。

7月8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长青路沿线的人行道处，走在行道
树下，每走一步鞋底都会发出“咯吱吱”的声音。不仅如此，在人行道
一侧的停车带上，记者发现，停放车辆的引擎盖、前挡风玻璃、车顶等
部位都有类似油渍的黏稠物覆盖在上面，其中还夹杂着灰尘、树叶、
昆虫等，摸上去有黏手的感觉。

“最近很多司机在取车的时候拿卫生纸沾水擦拭车辆，有些司机直
接把车开到了洗车店清洗，这些黏稠物都是从树上滴下来的，听咱这里
的人说叫‘油汗’。”在长青路某停车场，管理员李师傅说道。

那么，这些黏稠物究竟从何而来，为何会在人行道和停车带区域
产生？记者到市园林处了解。

市园林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市民所说的黏稠物确实是从树上
滴落，并且是由蚜虫所引起的。蚜虫是一种常见的害虫，它们以植物
的嫩叶、嫩梢和汁液为食。当蚜虫吸食槐树的汁液后，会分泌出一种
含有糖分的蜜露，这些蜜露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滴落到地面上，形成
所谓的“黏稠物”。蚜虫一年四季均有发生，在七八月份时繁殖最
快。因我市行道树主要为槐树和柳树，且分布较广、数量较多，加之
近期连续出现高温，树上蚜虫开始大量繁殖，蜜露分泌增多，导致部
分路段出现较为严重的“滴油”现象。这些黏稠物的主要成分是葡萄
糖和蔗糖等糖类物质，对行人、车辆并没有什么危害，日常只需要用
清水或肥皂水冲洗即可，市民不必过分担心。

针对蚜虫问题，市园林处建议市民出门做好眼、鼻、口的防护，避免
蚜虫飞入造成不适。另外，蚜虫有趋光性，车灯和色彩鲜艳的衣服会吸
引蚜虫，所以最好不要站在树下或者将车长时间停在树荫下。

市园林处管理科科长高孝文表示，近期他们将利用夜间行人和
车辆少的时间，组织人员对城区多条主次干道的行道树喷洒药物，缓
解蚜虫分泌蜜露给市民出行带来的困扰。

行道树下“黏糊糊”散步停车有点烦
市园林处回应将安排药物除害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文斌 记者 孙艳艳）“最近听说老龄开始年
检了，可是娃不在身边，再加上腿脚不方便，正愁怎么到镇去，你们就
来村上帮我们年审，真的是太贴心了。”7月3日，在洛川县石头镇吴
家庄村，正在接受高龄年检的村民王增顺高兴地说。

随着全县高龄年检工作的开始，为切实做好高龄补贴年检工作，
让高龄老人能够足额、及时领取到高龄补贴，石头镇迅速行动、用心部
署，将办公地点搬到了群众家门前，让群众不出村就可完成高龄年检。

工作人员通过深入村组，利用村民微信群，将高龄补贴年审范
围、时间节点、注意事项、申领手续等相关政策进行广泛宣传；及时制
定高龄年检入村安排表，每天定时到村集中进行年检，尤其是对于行
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帮助年检，并为他们耐心细致
地解释高龄补贴政策。

“我们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老年人年审过程中的困难，做到高
龄年检工作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正在忙着为群众进行年检的干部
王宇说。

高龄年检上门办 倾情守护“夕阳红”

本报讯（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张志林）近日，安塞区消防救援局
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实战要求，联合安塞蓝天救援
队、安塞区红十字会等，在真武洞街道汤河村大郎峁水库开展水域救
援实战演练，做好汛期应急准备。

演练设置舟艇编队行驶、翻舟自救、行驶侧翻自救、舟艇行驶人
员快速转运等多种课目。演练现场，面对群众“受困”“失联”，指挥员
果断决策、科学号令，各队伍快速响应、密切配合，采取一字横队、前
三角队形变换等方式，在演练水域开展大规模搜索。行驶过程中，舟
艇突遇暗礁发生侧翻，救援人员利用随身携带的抛绳包制作船绳，再
用身体重量、杠杆原理将舟艇翻正，人员迅速上船，完成自救。

在演练过程中，救援人员展现出了高度的专业素养，切实提升了
水域救援快速反应能力和与联动单位协同作战水平，为汛期处置抗
洪抢险和突发性水域灾害救援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多方联合实战演练 锻造水域救援尖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