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为进一步学习和弘扬雷锋精神，加强

黄山市各类先进人物事迹宣传，积极营造

“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

氛围，黄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日前共

同策划了“丹青绘好人、影像话人生”活

动。来自该市的文艺工作者下乡村、进基

层，先后为40名黄山先进人物代表创作绘

画、摄影作品。

40位黄山先进人物代表不仅有在学

习、生活和工作岗位上，处处当先锋、作表

率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还有援助湖北

抗击疫情的“最美逆行者”。这些“先进人

物”以自身的行动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孝老爱亲、

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了无数人。

现选登部分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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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进入3月,全国各地的高颜值春花陆续绽放，蚌埠旅游市场“赏花

游”热度不断升温。

连日来,蚌埠市多家旅行社纷纷推出了以赏花踏青为主题的春游赏花线路,
基本覆盖到浙江、江西、华东、湖南、湖北、河南、云南、北京等热门赏花地,游玩

天数2-8天不等,出发时间均选在当地名花最佳观赏期,其中还制订了个性小众

玩法。

“今年就地过年,长假就没有出去旅游,最近我看疫情平稳,周边不少地方的

花开得不错,就想着找个时间带全家出去走走。”蚌埠市民汤女士说。

“周末想约上几个朋友,去附近的花海看看。”蚌埠市民张女士说,近年来乡村

旅游发展不错,赏花市场迅速壮大,樱花、桃花、梅花等都是每年的大热门。

春节过后,国内赏花目的地将自南往北、自东往西先后进入最佳观赏期。“过

完年之后,旅行社就开始陆陆续续接到了不少市民的咨询,大多是询问赏花踏青

线路的。随着国内疫情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许多知名的赏花景区景点陆续开放,
让旅行社在设计线路时有了更多的选择,也让市民出游赏花有了更多好去处。蚌

埠朝阳路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道,比较受欢迎的是江浙一带、江西以及省内

赏花线路,这些线路由于交通便利、时间容易把握,咨询报名的人比较多。另外,由
于目前机票降价,酒店价格也处于低位,为赏花踏青旅游增添了动力,此时出游性

价比比较高,喜欢出游的市民可以带上家人来一场春天之旅。

据各家旅行社推荐国内赏花热门地,如安徽的黄山、皖南古村落，江苏的鼋

头渚、拈花湾,江西的婺源风景区、南昌安义，四川的卧龙保护区、阿坝金川，湖

北的武汉大学、武汉东湖樱园、神农架，云南的香格里拉千湖山、昆明圆通山、元

阳哈尼梯田、普者黑等,都十分受游客青睐。 (何沛)

赏花春游渐走俏

本报讯 为了做好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中国跆拳道协会近日组织部分优秀

教练员、运动员参加国家跆拳道集训，安徽名将刘凯琪再度入选“国字号”。

据悉，本次集训分别在山西体育中心、海南省五指山国家南方训练基地举行，

一直到 3月 31日结束，参加集训包括男子 18名运动员、女子 14名运动员，主管教

练是管建民，两届奥运会冠军吴静钰再次复出，同时兼任教练员，此外，两名韩国

籍教练金荣慎、金教植依然在教练组。

刘凯琪1999年出生于阜阳市颍东区，2009年进入该市体校学习跆拳道，2013
年入选省体工队。2015年3月在全国跆拳道锦标赛49公斤级比赛中获得冠军，并

于同年入选国家队。2016年2月参加在美国里诺举行的世界跆拳道公开赛，勇夺

青年组49公斤级冠军。2017年2月4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世界跆拳道公开赛成

年组中发挥出色，再次夺得冠军。在天津全运会上，刘凯琪夺得女子49公斤级银

牌。当年年底在科特迪瓦举行的跆拳道世界杯(团体赛)，帮助中国女队夺得团体

世界冠军。 （江锐）

安徽名将刘凯琪
再度入选“国字号”

本报讯 近日，淮北矿业集团孙疃矿团委与政工部联合组织拍摄《奋斗的青

春》青年微电影，以此展现矿区青年在一线建功立业的感人事迹和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的青春风采。

该片故事根据该矿现采煤副总工程师胡威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整个拍摄过

程涉及的取景地全部为胡威曾经工作过的调度生产技术部、综采一区，旨在通过小

视觉，大镜头，讲述一名新入职大学生在一线经过层层磨砺，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层

管理干部的感人故事。片中演员均为该矿热爱表演艺术的工友本色出演，更加增

强了故事的带入感。

扮演“男主角”的该矿办公室文员丁楠楠谈到对角色的理解说：“故事里的原

型人物非常优秀，是我们熟悉的工友。我会尽力诠释角色，让身边榜样的力量散

发光芒。”

此次淮北矿业集团号召各矿区以拍摄微电影的形式全景式展现矿区青年昂

扬的精神风貌，激励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届时，获奖作

品将通过线上平台进行集中展播。 （张雯）

孙疃矿拍摄青年微电影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省作家协会获

悉，皖籍青年作家张扬创作的散文专集《抱

琴》，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收录作者近年所写的40篇读书笔

记、行走散记和鉴藏旧物手记。由著名作

家、导演潘军题签书名；省作协副主席胡竹

峰作序。

据了解，《抱琴》面世以来，颇获业内外

关注与好评。该书有如深沉而舒缓的古

曲，应和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

境，凡读书、叙事、写人、记胜、鉴物，一草一

木都凝着情态，一陶一瓷均显着沁色，游目

骋怀时有意味，阐幽抉微中有思辨，隐现着

风物之美、山河之气与由衷之情。作者笔

调克制，叙述节奏平缓，借鉴书画中的枯

笔、工笔之法，呈现较强的画面感，行文却

简而又简，透着“不事张扬”的冷静体察与

理性思维。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近日，《2021亳州文化旅游年

活动总体方案》印发，《方案》明确，今年亳

州市开展15项精彩文旅活动。

根据《方案》，除了已经开展的“云游药

都”——红红火火过大年系列活动，还将开

展14项精彩文化旅游活动。分别为美酒佳

酿·传承千年——第四届白酒文化暨桃花

春曲系列活动；畅游桃园·体验乡情——

2021谯城区五马镇桃花文化旅游系列活

动；千年药都·醉美花海——2021亳州芍花

养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楚汉相争·亮剑亳

州——2021中国（亳州）象棋大赛；“永远跟

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

列活动；林海氧吧·音乐盛宴——华佗百草

园草坪音乐周系列活动；亳州有戏·有戏亳

州——中国（亳州）第四届二夹弦戏曲艺术

节；新起点·新征途——2021亳州夜经济酒

吧示范街区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发展乡村

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融入长三

角·高铁游亳州——2021亳州高铁文化旅

游宣传推介系列活动；2021中医药健康旅

游展会、论坛等系列活动；2021涡阳农民丰

收节暨第二届农民丰收歌会；皖北水乡·淮

上江南——2021 第三届西淝河湿地音乐

节；庄子故里·逍遥蒙城——2021庄子文化

周系列活动。 （汝平）

皖籍青年作家张扬散文集
《抱琴》出版

15项精彩文旅活动
等你玩转亳州

以铁为笔，以火为墨，一只电烙笔、一张宣

纸，因一双灵巧的手，山峰、树木、峭壁、瀑布齐聚

于上，于是，一幅精妙绝伦的火笔画作品就此诞

生了。

美术的舞台上，从来就不只有一种形式。火

与画，看上去相隔甚远，却在非遗传承人刘凯的

手里，绘山绘水绘人物，渲染出了最美的色彩，创

造了一个美的世界。

火笔绘丹青 虚实成妙境
1月 27日，笔者来到我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火笔画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刘凯的家里，客厅被

打造成了工作室，他手持一端带有电线的“火笔”

正在作画，一点、一抹、一提笔，深浅浓淡，虚实结

合，不过几分钟时间，一张灵动活泼、栩栩如生的

对虾图跃然于纸上。

据了解，“火笔画”，原称烙画。起源于西汉，

兴盛于东汉宫廷，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后

来由于连年灾荒战乱，烙画工艺曾一度失传。直

到明末清初，才真正走进民间并且逐步流传开

来。历史上，火笔画主要以家族传承、个体经营、

民间作坊的形态存在。解放前夕，我省仅存4家，

其中以合肥刘运堂、刘祝华这一谱系影响最大。

今年83岁的刘凯，自60多年前师承其父刘祝

华，手中的笔再也未停下。刘凯的家里，摆放着

各种火笔画作品，山水风光、花鸟鱼虾、徽州景

象、庐州印象，种种美景在刘凯的笔下以各样形

式呈现着，书签、装饰画、书法……刘凯介绍，这

些年，他到苏州、杭州、黄山等各地去写生，记录

下当地美景，回来再以火笔画的形式呈现。

以匠心致创新 绘就魅力非遗
“过去的传统火笔十分笨重。每次要画还得

烧好碳球，容易烫到手。”刘凯追忆年

少时的学艺生涯，笨重又不环保的碳

球给创作带来了很大限制，渐渐已经不

再适合时代的发展。刘凯父子就与几

位师兄一起改造了火笔画的工具，研制

出了一种新的作画工具——电烙笔，用

电发热，在特制的宣纸上着色成画。

刘凯告诉笔者，在当时，这种小型轻

便、以电为火的“电烙笔”的使用，让火笔

画创作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火笔画也迎

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更好的工具，更

大的创作空间，火笔画品种也逐年增多，

其制品扩展到屏风、首饰盒、文具盒、套

盒以及各种装饰画等 200多个品种，产

品远销海内外。

好的艺术家不仅“会”创作，还敢于创新。刘

凯最喜欢的画家是齐白石和黄宾虹，刘凯在自己

的作品中，借鉴黄宾虹先生的积墨技法，利用烙

铁温度、力度和速度的节奏变化，营造出或轻快

或凝重的“笔墨”效果。他还将国画中的晕染手

法运用到火笔画创作之中，用淡火的慢功夫甚至

能衬托出云雾的感觉，将作品表现得淋漓尽致。

发展到今天，火笔画的烙绘技法也由过去单

一的线描晕染，增加到润色、烫刻、细描和烘熨、

渲染等各类表现手法，在木板、竹簧、宣纸、绫绸

等不同材料上都可以作画。

盼火笔画在传承中焕发活力
已到耄耋之年的刘凯依然坚持创作。除了在

家创作，他还时常受邀外出参加非遗展演，在展演

时，火笔画小品、书签也很受学生的欢迎。最近，

刘凯又在构思创作准备为建党100周年献礼。

谈到对火笔画的传承，刘凯坦言，“社会关注

度还是不够，主动学习的人就更少了。”当年刘祝

华、刘凯在合肥工艺美术厂带出的徒弟们回到民

间后，多数选择了改行，另谋出路，只剩下吴善

明、时联峰几人还在坚守传承、坚持创作。2006
年12月，火笔画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为了传承这项珍贵的民间记忆，

刘凯将女儿和外孙女都发动起来。

烈火绘丹青，匠心成一器。火与画的故事还

未结束，回归民间的火笔画一直在用独特的方式

绘出了别样的风景，相信它

会在时间中历久弥新。

（谢文君）

烈火绘丹青 以匠心致创新

刘凯创作的火笔画《对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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