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阜阳市第五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

其中，传统技艺类“黎金陵字画装
裱”赫然在列。黎金陵从十多岁起就

跟随父亲学习装裱，如今虽受到机器装裱
冲击，但他秉持工匠精神，凭着良好的口碑、
过硬的技艺，将手工装裱店一直经营至今，备

受顾客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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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视点

2020年安徽亲子运动会上线

一颗匠心裱书画

徽州传统技艺 徽州漆器楹联

雕刻

贴金

成品

宣城市总工会

第四届“弘扬劳动精神 记录最美瞬间”
摄影大赛圆满收官

《疫情过后复产的采茶人》（一等奖） 黄治秀/摄

本报讯 日前，宣城市总工会第四届“弘扬

劳动精神 记录最美瞬间”摄影大赛圆满收官。

在经过作品征集、初选、网络评选和专家评审等

步骤后,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

奖7名。

本次摄影大赛重点征集扶贫一线职工、抗疫

白衣战士、文明创建志愿者等劳动者工作场景的

照片。从3月30日起，宣城市总工会面向全市职

工征集优秀摄影作品，职工反响强烈，参赛者投

稿热情高涨，截止 4月 22日，共收到 652摄影作

品。参赛作品拍摄内容丰富、视角新颖，参赛者

用镜头定格宣城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劳动的场

景。经过初选，422幅作品进入网络评选环节。

网络评选于 4月 25日开始，据统计，截至 4月 29
日24时，共有1.5万人参与，线上点赞累计达3万
余次。近日，宣城市总工会组织召开专家评审

会，综合网络评选和专家评审结果，最终评选出

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7名。本次摄影

大赛大力弘扬了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展示了当

代宣城职工风采。 （本报记者 蒋云帆）

曲阜路政大队代表队与中铁四局京台三分
部代表队争夺冠亚军

本报讯 日前，由中铁四局工会、体协主

办，中铁四局七分公司工会、路桥公司工会承

办，京台改扩建三标项目经理部协办的“中铁四

局职工体育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暨京台改扩建三

标项目政企联谊篮球联赛”在山东曲阜举行。

这是由中铁四局体协举办的“喜迎建局70年，健

身健康每一天”职工体育主题传递活动的首站

比赛。

来自中铁四局京台改扩建三标项目经理部

各分部、材料厂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以及曲阜

市交通局、国土局、交警大队等单位的10支代表

队参加了本次篮球联赛。

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曲阜路政大队代

表队、中铁四局京台三分部代表队和曲阜交警

大队代表队分获冠亚季军。

目前，中铁四局“喜迎建局 70年，健身健康

每一天”职工体育主题传递活动已正式启动，接

下来，中铁四局各单位将开展内容丰富、精彩纷

呈的职工体育主题活动。 （王轩）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书香矿建”活动，培

养广大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常读书的意识，积

极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打造学习型、知识型机

关，近日，中煤矿建集团淮北办事处工会举办主

题为“好家风、好家训、文明家庭建设”的职工读

书会，办事处全体职工参加活动。

此次读书会包括美文品读、感悟分享和经

典故事三项主要内容，职工们现场推荐、朗读好

文，结合工作谈读书心得体会，围绕主题讲历史

经典故事，共同感受好家风、好家训、文明家庭

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树立从自身做起，传承

好家风、好家训的理念。

此次读书会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受到了广

大职工的喜爱，大家纷纷表示希望工会经常开

展此类活动。 （袁丽）

中煤矿建集团淮北办事处工会

职工读书会感受好家风

徽州楹联是徽文化的一个重要载

体，它与徽菜、徽剧、徽州版画等齐名，

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楹联，

其内容耐人寻味，有言志、咏景，有修身

养性，有治家处世，在制作的形式上有

纸质的木板和竹子雕刻的，也有陶瓷烧

制的，但用漆器而制的较为常见。

徽州漆器楹联是徽州漆器中的一

个品种，他们师承古法，在制作古旧对

联中，力求保存其历史的年代感，古韵

味十足。

制作漆器楹联，首先要制作漆板，

漆板的制作一般要经过选材制坯、糊

布、养灰、打磨、刮浆、上漆、擦漆和抛

光等步骤。漆板制好后，进行雕刻。

楹联有阴刻和阳刻之分，刻好后，填色

或贴金，一副漆器楹联就制作

完成。由于漆器楹联制作的

独特性，它的特有工艺能使楹

联长时间保存，不易损坏。

（樊成柱 文/摄）

本报讯 据安徽省体育局消息，由国家体育总局

青少司指导、省体育局主办、省青少年体育联合会承

办的 2020年安徽省亲子运动会于近期上线，活动将引

导广大幼儿家庭重视体育锻炼，从小培养体育兴趣，

提高抵抗力、免疫力和身体素质，促进身心健康快乐

成长。

据了解，此次活动比赛时间为2020年5月30日至12
月 31日，幼儿园阶段的幼儿及家长、小学阶段的儿童青

少年及家长可报名参赛。

活动分为线上部分和线下部分。线上部分分为幼儿

组和少儿组。活动通过家长带领幼儿居家或在自家附

近安全区域内完成，以亲子运动的方式进行。每个参

赛家庭录制运动视频，由专

家进行在线评判和网

络投票来产生名

次。拍摄规定运动项目的视频上传到小程序，在网站+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上可以实时查询。

线下部分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多场亲子体育嘉年华

活动。项目以趣味田径、足球、篮球、基本体操、健身操舞

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方式为主，兼顾互动性与趣味

性。具体比赛事宜另行通知。

即日起，参赛人员通过手机关注赛事“亲子Home”
微信公众号，按菜单提示进行网上报名。

(杨琦)

6月 4日下午,蚌埠市博物馆“文博学堂”第二期通

过抖音直播的方式与大家见面,此次的主播是蚌埠市博

物馆馆长季永,“云上”带领观众“看展”,向公众讲述书

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此次活动也是通过直播形式,让文

物活起来,让更多人走近博物馆,了解博物馆,体验博物

馆的魅力。

下午 3点,季永准时现身蚌埠市博物馆一楼的《翰墨

齐辉——宿州名人书画展》展厅,带领馆内工作人员以及

众多观众,以网络直播方式探寻名人书画背后的故事。

“这幅作品画的是钟馗,在众多画钟馗的作品中,这一

幅更具有钟馗的精神气质,画的写意传神。”季永指着展厅

内一幅作品徐徐道来。他一边走一边讲解宿州馆藏的精

品书画,科普书画中蕴含的知识,吸引了数千人在线观看。

为这场半个多小时的直播,季永做足了准备。因为时

间有限,只能挑选其中部分书画进行讲解。不过直播效果

出乎意料,线上观看量、点赞量都超出了原先的预期。季

永介绍,自今年以来,蚌埠市博物馆尝试推出一系列线上

活动,博物馆讲解员打开与观众沟通的新方式,展示更多

珍贵文物,提升了展览展示的互动性。

因为疫情,蚌埠市博物馆一度关上大门,但也借此催

生了多种“云逛馆”的方式,博物馆多次开展讲解员穿着汉

服讲解直播就收获了一大波粉丝。此次由馆长带领大家

欣赏书画,更是从专业的角度,让广大观众足不出户就能

获得如何鉴赏书画作品等相关知识。

“我下午 3点不到,就守在直播间了。这次直播为大

家提供了‘解锁’书画鉴赏的新方式。希望博物馆能多开

展类似活动,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与‘高冷’的博物馆来一

次亲密接触。”市民史女士说。

“线上直播这种方式,更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

面对线上观众,观众的评论是收到反馈的重要途径。在与

观众轻松愉快地对话的同时,不断挖掘博物馆的无穷魅

力。”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近年来,蚌埠市博物馆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体现在馆

内,而是面向年轻观众采取多种方式,增加线上活动的互

动性、知识性,和第三方社会资源合作,共同开发数字展

览。不仅线上展览吸引了观众,更是带动了线下。下一

步,蚌埠市博物馆展示等方面进一步成熟完善后,线上展

览、讲座和直播等都会逐渐变得常态化。 （何沛）

馆长来啦 一起和他“云看展”

博物馆采用直播创新文化服务方式，受到观众欢迎和社会关注——

本报讯 近日，亳州市启动筹建体育博物馆，面向社会各界

征集亳州地区出土和传世的古今体育活动文物藏品，标志着全省

首家地市级体育博物馆即将诞生。据了解，目前地市级体育博物

馆在全国屈指可数。

藏品采取无偿捐赠、无偿展出、提供复制品、有偿捐赠等方

式征集，首批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后续长期征集。该馆将设立

多个展厅，通过展墙、实物及多媒体等展示方式，立体呈现亳州

体育发展历程，全面讲述亳州体育人奋斗故事，建成集体育文化

展示、体育精神弘扬、体育知识传播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体育博

物馆。

近年来，亳州市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市”

建设，坚持“增强人民体质、提升城市品质”根本任务，创建“全国全

民运动健身模范市”，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高质

量发展，打造全国体育文化名城,体育博物馆应运而生。 （杜健）

亳州市筹建全省首家
地市级体育博物馆

在马拉松比赛里，大多数人
用双腿奔跑，而有的人，用手。

记者见到谢俊武时，他正在
做引体向上，双手紧紧攥着屋檐
下悬挂的铁环，在两臂共同发力
下，整个人逐渐升起再缓缓降下。

与一般人做引体向上不同，
谢俊武将轮椅绑在双腿上增加负
重——体重 55 公斤加上轮椅 12
公斤，锻炼手臂力量。

今年 50 岁的谢俊武，是江西
乐秋康复中心的康复训练老师。

“因为长期滑轮椅，手臂可能比一
般人要粗壮一圈。”谢俊武说，失
去双腿直立行走的能力，双手就
成了腿，轮椅就成了鞋。

时间回拨到 28 年前，谢俊武
因一次意外摔伤导致脊髓损伤肢
体残疾。从此，后半生只能与轮
椅为伴。

洗漱、吃饭、上厕所，这些以前
可以轻松做到的事情，对于谢俊武

都变得十分困难，最初的10年只能依靠家人照顾。为
了生计，谢俊武修过家电、做过网吧的网管……

“当时很绝望，就连伸手拿柜子上的东西都要帮
助，觉得自己很没用。”谢俊武说。

2001年，谢俊武在网络上看到一位截瘫病人将轮
椅当玩具一样玩耍。“我也可以像他这样啊。”他说，通
过网上视频学习，自己逐渐掌握了单手翘轮、反手翘
轮、轮椅转圈等各种轮椅技巧，甚至学会了轮椅上下
楼梯。

因为出色的轮椅技术和身体素质，谢俊武成为一
名康复训练老师，他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感染更多轮椅

“伤友”，帮助他们走出家门。
2016年，第一届南昌国际马拉松赛在南昌举行。

谢俊武和他的轮椅学员们受组委会邀请参加了比
赛。在谢俊武组织下，同年成立了南昌轮椅乐跑团。

“看到很多观众为我们加油，就不停地划、不停地
划，都感觉不到累。”轮椅学员梁飞回忆，那是第一次
有那么多人为他们呼喊。

“都是参加马拉松比赛，我们的核心动力也来自
心脏，只是我们不用双腿，用双手奔跑。”谢俊武说，他
全程马拉松最快纪录是3小时14分。

目前，南昌轮椅乐跑团已经由最初的23人发展到
了50余人。“我以前很宅，不太愿意出门，去哪都觉得
远，开始练马拉松后，认识了许多跑友，现在可以勇敢
地走出去了。”“跑龄”1年的梁芳说。

每年的5月31日，谢俊武都会组织一项活动来纪
念自己致残日。今年，恰逢南昌国际马拉松开展“线
上跑”挑战赛，谢俊武召集10余位轮椅跑友，集合在南
昌市青山湖畔绿荫跑道。

“出发！”谢俊武和跑友们掏出手机，按下线上马
拉松计时开始键。清晨，阳光透过绿叶洒下，跑友们
双手不停划动轮毂，双轮在高速运转下像一道道彩色
光圈……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哪怕坐着也要‘跑’起
来。”谢俊武说。

（新华社南昌6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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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四局职工体育主题活动举行首站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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