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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视点

滁州市总工会

举办青年职工联谊活动
本报讯 近日，滁州市总工会联合市妇联举办

“相约 2020·爱在五月”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

滁州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近 50名单身青年职工

参加活动。

联谊活动在情感知识讲座中拉开了序幕。青

年职工通过“说出你的心愿”“我来认识你”“才艺展

示”“自由聊天”“约会有礼”等互动环节加强交流、

增进了解。青年职工互加微信，为日后进一步交往

打下了良好基础。活动现场洋溢着轻松而浪漫的

气氛。

此次活动是工会组织关心职工生活、服务职工

的又一举措，旨在帮助青年职工拓展交友平台，扩

大交友机会，解决单身职工婚恋难题，倡导文明婚

恋新风尚。 （林树枫）

界首市总工会

职工葫芦丝培训班开课
本报讯 为持续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丰富

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广大职工的音乐素养，

日前，由界首市总工会举办的职工学堂 2020年第

一期葫芦丝培训班正式开课。界首市总工会党组

成员、副主席刘大庆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开班仪式上，刘大庆表示，工会作为职工的“娘

家人”，致力于为职工服务，通过举办职工喜爱的文

化活动为职工谋实事，希望大家能学有所得。

葫芦丝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吹奏乐器，具有音色

优美、简单易学和小巧易携带等特点，受到不少职

工的喜爱。此次职工学堂一经发布，就吸引了 20
余名职工踊跃报名参加。据了解，此次葫芦丝入门

培训班将通过每周两节课的课程，让更多的职工感

受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接受艺术的熏陶。

（李晓明）

休宁县总工会

“女性美·行知课堂”开播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女职工健康意识，提高

女职工自我保健水平，日前，由休宁县总工会主办

的“女性美·行知课堂”正式开播。

本次活动邀请休宁县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中医院妇产科医生黄雯霞为大家直播授课。黄

雯霞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生动的语

言、形象的图片、鲜活的事例，从女性一生六大

时期的健康管理、女性备孕健康宝宝的关键、新

冠疫情下孕产妇的健康管理等六个方面进行了

讲解。

此次活动形式新颖，指导性强，让广大女职工

在防疫期间足不出户就能在线听讲座。短短几天

点击量就超过 600人次。下一步，休宁县总工会

还将继续筹办“行知课堂”，普及更多健康知识，全

面守护职工群众健康。 (吴丽华)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一些医护人员组织轻症患者，练习五

禽戏、八段锦等健身养生功法，达到了康复医疗、防疫袪病、增

强免疫力的效果。这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推动全民健身

的重要性。”作为华佗五禽戏第58代传人，全国人大代表、亳州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五禽戏推广中心）主任

陈静建议，把华佗五禽戏纳入中医非医疗预防与康复暨国家群

众性全民健身项目。

党的十九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

略统筹推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提出，完善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陈静认为，这都让

华佗五禽戏等全民健身养生功法的推广普及迎来了春天。

陈静介绍，华佗五禽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虎、

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不同习性和动作特征创编，是一套外

练肢体、内调脏腑、防病祛病的导引养生功法。

“建设健康中国，不仅是解决看病问题，还必须树立‘大健

康’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陈

静建议，通过顶层设计推进体医融合，把华佗五禽戏纳入中医

医院非医疗预防与康复手段。

华佗五禽戏传承至今，已有不同人群习练的套路，可以满

足青少年、中青年、中老年人习练，适合不同人群的健身选择。

据此，陈静建议把华佗五禽戏纳入国家群众性全民健身项目。

此外，陈静还建议设立中国五禽戏推广机构，建议从国家

层面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科学健身，让中国优秀传统养生

文化助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韩震震）

全国人大代表陈静：

把华佗五禽戏纳入全民健身项目

5月20日上午，在中铁四局市政分公司承建的
景德镇陶瓷智造工坊二期项目工地上，一场传统而
浪漫的中式集体婚礼正在举行。来自工程项目建
设一线的32对新人在亲友和同事的见证下，携手步
入婚姻殿堂。 程娣 杨晨 徐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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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溪吊狮是黄山市独一无二的

民间艺术瑰宝。早些时候，本乡本

土的百姓们平常时间很难一睹这

“屯溪吊狮”的风采，因为只有在节

庆场合才有它的隆重亮相。当日渐

增多的海内外游人来到屯溪，好客

的屯溪人便因迎宾、助兴、节庆乃至

影视片拍摄等缘由，而频频亮出“屯

溪吊狮”绝技。“屯溪吊狮”从此蜚声

海内外。

屯溪吊狮总是在锣鼓鞭炮声

中、在人群簇拥之中出现的。但见

一座五彩缤纷的彩亭，缓缓行进在

游行队伍中或街心广场上，彩亭上

的葫芦形尖顶闪闪发亮，六角挑檐

上悬着宫灯，亭台周围以五色彩带

与斑斓花束环绕，亭台前方，有一根

长长的滑竿斜刺伸向前方。亭台里

边，悬空吊着好几只活蹦乱跳、呼之

欲出的彩狮，“吊狮”之名便由此而

来。彩亭底部置有车轮装置，耍吊

狮的伙计们环亭四周而布，轻推彩

亭在人海中缓缓而行，一路上，还不

时以屯溪方言吆喝着一串又一串吉

祥喜庆的号子，气氛热闹极了。

知情人知道艺人们是在“故弄

玄虚”，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

及他们簇拥着的彩亭子上，而未能

注意到那位藏在彩亭后边帷幕中双

手牵着一把绳索的耍吊狮的大师

傅。说时迟，那时快，当人们的目光完全被彩亭吸引，冷

不防从亭子暗深处“哧溜”钻出一只彩狮，抖动着鬃毛，震

响着铃铛，直向亭前斜刺青天的长杆顶端冲去，直到被滑

竿顶端的绣球挡住，才开始它的抢球、戏球等热闹表演。

正当人们咂嘴惊叹、坠入谜团之际，刚才还在做着精彩表

演的彩狮霎时沿滑竿“哧溜”入帷，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

踪。人们很难判断，刚才登场竞技的到底是哪一只吊

狮？因为，猛然看去，那几只吊狮都活蹦乱跳得正欢，蓄

足了呼之欲出之势。人们只得跟着彩亭缓缓前行，眼睛

却不敢须臾离开那帷幕、那滑竿，以免错过下一次目睹彩

狮钻出、并射向杆顶的刹那瞬间……

终于觅到一个机会，听屯溪吊狮老艺人向笔者揭示

了吊狮上杆表演的奥秘，屯溪吊狮艺术，原来是我国传统

木偶艺术与屯溪民间艺术相结合的奇葩。正当观众热切

观赏时，躲藏在帷幕中的耍狮大师傅，以十倍的紧张，双

手并用、十指有序地牵拉或放松着绳索，遥控着杆子上狮

子的百般舞姿，决定着吊狮稍纵即逝般的时机。妙不可

言的是，即使“天机”大露，然而由于耍吊狮大师傅的百般

耍技惹人眼花缭乱，因此每逢观赏吊狮时，人们依然百看

不厌、乐而忘返。 （江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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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沙书是一种独特的传统技艺，用手撮捻细沙挥洒成

字。皖北沙书传承人王修雷以精妙的手法将沙子“运筹帷幄”，

作品如行云流水，清新自然，这濒临失传的手艺令人惊叹。

王修雷自幼喜欢书法，4岁开始练习，练过颜真卿、柳公权

的字，也练过魏碑、唐楷，多年的书法练习为他日后创作沙书打

下坚实基础。16岁那年，王修雷看到外公在地上写沙书，激发

了他的兴趣，相声大师侯宝林用沙书写数字的一段视频，也给

了他启发。

据了解，沙书最初起源于宋代，清朝末年，沙书传至皖

北，享誉一时。王修雷说：“外公的叔叔曾到天津、北京一带

学杂耍、讨生计，学到沙书的本领后回到家乡，外公的沙书就

是跟他学的。”

外公将沙书创作的基本技巧传给王修雷，为他打开了一

扇大门。但究竟写得如何，还要靠自身的努力。走进沙书世

界的王修雷仿佛着了迷，“每天放学后、睡觉前，都要在地上写

一写，每天至少练两三个小时。”

王修雷说，最初写沙书，并非用手指捏着写，而是用整个

手掌攥着写，感受沙子在手里滑动的感觉。当攥着写出一个

整体的字，才用手捏着沙子练笔画。手指力度不同，笔画就有

粗细的变化。待线条练到均匀、柔和、绵长的时候，便可以练

习整体字了。

据王修雷介绍，沙书采用泉河面沙作主要原料，其沙质细

腻、绵柔、无棱角，用它写出的沙书外表细润，立体感强。泉河

的沙子要先用筛子过滤一下，将大的石子、沙子去掉，然后再

清洗几遍，把泥土洗掉，去粘性，再经过晾晒，才能使用。“光加

工泉河面沙，就需要两三天时间。”

沙书创作的平台并非宣纸，而是一种绒布。创作前，要将

事先准备好的绒布，按作品尺寸裁切。这种绒布不同于普通

的衣服面料，是没有弹性的无纺布做底的材质。绒布的绒要长

短适宜，过长，沙子会漏下来，过短，沙子则吸附不了。写好后，

作品经过打胶，装裱，可以保持百年不损。

“写沙书，难度肯定有，刚开始由书法转向沙书的时候，沙

子的流量是很难控制的，这需要手腕的灵活度，以及手指捏沙

子的力度和转折时的角度。沙书需要用到撮、捻、甩、顿、提、

拔、顺七种手法，才可以把书法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王修雷

表示，创作沙书讲究一气呵成，一次成型，不允许回笔修改。

王修雷还创新了沙书创作形式，琢磨出一种新的沙书写

法，自命名为“吹沙”。在台上撒上一层厚度适中的细沙，拿起

一支中空的笔筒，吹出字来。王修雷说，吹沙是有讲究的，注重

行、气的结合。丹田行气，气息得悠长宽广，配合灵活的手腕，

这需要坚持不懈地练习。

日前，王修雷入选阜阳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但令他担忧的是，皖北沙书传承人越来越少，技艺濒临失传，他

希望能够借助学校或者培训班，让更多的人学习沙书技艺并传

承下去。 （宋玉洁）

王修雷：指尖流淌成沙书

本报讯 5月 20日，由安徽省田径运动协会

主办，波动体育、盛世中安体育承办的 2020年安

徽田径测试赛在省体育局基地管理中心东田径场

拉开帷幕。本次测试赛设有男女竞赛项目共计

21个，男子一万米国家级运动健将吴向东，十三

届全运会田径女子 800米冠军王春雨等运动员悉

数参赛。

本次比赛是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安徽省首场

田径项目线下测试赛。目的是检测冬训结果、检

验体能训练阶段性成果，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认

识和查找自身的差距，调动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

提前备战。

5月19日，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了

关于有序恢复开放合肥市体育线下培训和活动的

通告，意味着中小型线下体育活动可开放举行。本

次测试赛在疫情防控上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所有参

赛运动员均已在合肥隔离 14天，每天进行常规的

体温检测与消毒管理。同时，赛事组委会在现场还

配置了防疫“三件套”，对入场人员测温、消毒并发

放口罩，工作人员及裁判员、运动员自觉配合，保证

比赛环境安全。

本次测试赛参赛选手控制在100名左右，且不

对外开放，不组织观众聚集，赛事期间通过抖音平

台进行网络直播，观看量累计近5000人次。

（本报记者 蒋云帆）

2020年安徽田径测试赛举行

王修雷展示传统的沙书技艺 张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