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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蛇年春节作为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
春节，让传统年味儿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
素更加受到关注。近日，记者走近四川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聆听他们的新春
故事。

毕六福共赏“伞”耀新春

1月15日，在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伞
乡景区的油纸伞博物馆里，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分水油纸伞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毕六福撑开一把专为春节设计的“五福”
油纸伞，为现场的游客展示。“这把以红色为
主色调的分水油纸伞，伞面上书写的‘福’
字，取自中国古代对于‘长寿、富贵、康宁、好
德、善终’五大福运的向往；牡丹绽放，象征
着富贵吉祥；祥龙盘旋，送来鸿运。”毕六福
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我的讲解与创作，让更
多人喜欢并关注油纸伞，让这个有着数百年
历史的非遗能继续传承下去。”

努力地让更多人了解分水油纸伞的魅
力，是毕六福一直在思考的课题。1月17日
至19日，第21届北京国际动漫游戏狂欢节
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毕六福油纸伞与网剧

《一伞烟雨》联动，向人们讲解伞面的花纹图
案、伞的象征意义和伞是如何展现中国传统
文化特色的，还准备了网边体验、穿线体验和
伞面绘画体验。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接触、了解到了分水
油纸伞这项非遗技艺，每年都有不少学者、相
关从业者专程前来参观学习。“平时，我们会在
油纸伞博物馆里组织活动，邀请当地学生、前
来参观的游客亲身体验制作油纸伞。”毕六福
告诉记者，今后，他还会组织更多种类的体验
活动，让更多人在实践中感受非遗之美，让更
多人欣赏油纸伞、走近油纸伞、了解油纸伞。

黄强编织新年好光景

“同学们，拿起手中的棕榈叶，跟着我的
动作来编织属于你们自己的草编作品吧！”1
月17日，200余名来自绵阳市各个学校的学
生来到绵阳市北川县羌族草编研学体验中心
参加研学活动。此次研学活动由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羌族草编代表性传承人、北川羌族
自治县禹羌传承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黄强授
课。在短暂的课程中，黄强为学生们揭开了草
编神秘的面纱，并详细介绍草编的原材料采
集、工具使用以及基本编织技法等基础知识。
搓、揉、捆、扎、缝……在黄强手下，一个草编
蚂蚱很快就成形了，引得在场学生发出阵阵
惊叹。

春节期间，北川县邀请黄强与其团队制
作一些草编艺术展览装置进行展出，烘托过
年的喜庆氛围，同时宣传北川的文化特色。

“我们做的装置融合动漫、传说等主题特色，
包括大熊猫、鸟巢等，还制作了适合拍照打卡
的裸眼3D装置和可以互动的换装装置。”黄
强告诉记者，展出时，观众不仅可以在这些展
品前拍照打卡，还可以亲手操作体验。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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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工程”新春特别行动

文化惠民 艺暖新春

半生追寻，只为先烈正英名
——记“中国好人”臧永元

◎ 本报记者 朱乔明

破解“节后综合征”
在理解中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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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方峪村热
闹非凡，“强基工程”新春特别行动“村村幸福
照”山东省摄影志愿服务活动在这里举办。近50
位摄影工作者走进村庄，为乡亲们留下新年记
忆，送上节日温暖。

镜头前，村民杨艳红一家人整齐站定。长辈
们笑容和蔼，年轻人眼神明亮，每一张脸上都写
满对新一年的憧憬。“一、二、三，茄子！”伴着清
脆的快门声，摄影师用镜头定格团圆时刻。

“今年过年家人团圆了，还赶上了摄影师为
咱拍照，我心里暖烘烘的！希望往后每一年都能
热热闹闹、团团圆圆，把这好日子一直过下去！”
杨艳红笑着说。

文化惠民，艺暖新春。2025年元旦春节期
间，在中国文联组织下，全国文联系统持续开展

“强基工程”新春特别行动，通过文化惠民演出、
文艺结对帮扶、民俗文化展示等多样形式，推动
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
得感、幸福感。

腊月十五，春运首日，上海虹桥火车站人头
攒动、翰墨飘香，上海市文联、上海市书协联合
主办的“万福迎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吸引来往
的旅客们纷纷驻足。书法家们在现场写春联、送
福字，为大家送上特别的新春礼物。

“写春联、送福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
俗，也是书法艺术传承的重要途径。”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说，乙巳新春是申遗成功
后的首个春节，希望通过这次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使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得到延续，
也把新春祝福与温暖传递给千家万户。

一次次挥毫泼墨、一回回民俗展示、一场场
精彩演出中，传统在赓续、乡愁有寄托、精神更
富足。

在浙江湖州，2025年“新生活·新风尚·新年
画”美术创作展示活动举办，一幅幅绚丽多彩的
年画佳作彰显美好寓意；在江西赣州，民间文艺
志愿者曾晓梅带领下壕塘社区居民一起制作窗
花，巧手翻飞间传统技艺魅力尽显。

在青海西宁，由青海省文联等组织开展的
“百姓村晚”展演中，来自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各演出队编排的社火表演、花儿联唱、皮影戏等
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乡亲们在充满泥土气的文
化互动中感受浓浓家乡情；在山西应县，朔州市
文联等组织艺术家们走进柴庄村，倾情献唱京
剧戏歌《木塔情思》、晋剧《富贵图》、晋剧《空城
计》，把文化惠民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送文化，也要“种”文化。
此次“强基工程”新春特别行动，深化文艺

结对帮扶成为一大亮点。通过组织水平精湛、经
验丰富的文艺志愿者深入基层、结对帮扶，因地
制宜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志愿服务，
助力基层文化建设。

春节前夕，河北阜平八一学校的排练室里
传出阵阵歌声。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歌手
平安在这里开展结对帮扶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对“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进行音乐指
导、训练发声位置，共同演唱歌曲《小小少年》，
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中原大地上，一堂精彩的戏曲培训课火热
开讲。1月17日，“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
精神文明建设河南省文艺培训在河南新乡市桥
北乡桥东小学开班。

从“唱念做打”等基本功的讲解，到各种表
演动作和要领的手把手传授，郑州市戏剧艺术
保护传承发展中心国家一级演员张娜的悉心指
导，令参训的戏曲爱好者们收获满满，大家纷纷
感叹：“没想到能在家门口见到戏曲名角，还能
现场学戏，文艺培训班太贴心了！”

“‘强基工程’新春特别行动通过开展一对
一、一对多等不同形式的结对帮扶文艺培训活
动，不断壮大各地基层文艺队伍，更好地提升了
基层文艺爱好者的表演技能和创作能力，让基
层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提升。”中国文联
文艺志愿服务中心主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冀彦伟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开
展好相关活动，进一步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为推
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贡献文艺力量。

（新华社王思北李明辉）

在长达40余载的漫漫岁月中，他信守承诺
为21名烈士“正名”，并积极弘扬革命历史、传
承红色基因，让英烈事迹代代相传。他叫臧永
元，是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姚村镇夏桥村村民，
曾先后荣获“安徽省法院系统政治工作先进个
人”“安徽省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先进工作者”“安
徽好人”“宣城好人”等荣誉。2024年11月，臧永
元荣登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一诺千金 一寻就是40余载

提到臧永元的名字，宣城市郎溪县熟悉他
的人无不敬佩，40余载春秋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而他以此生近一半的时光践诺而行。

出生于1941年的臧永元，于1959年参军，
自小他最常听到的，就是家乡先辈的革命故事。
1930年夏，由姚村乡一带的纸槽工人和农民组
成的农民赤卫队掀起一场暴动，创建了这个皖
南地区最早的苏维埃政权——姚村苏维埃政
府。这是姚村人民引以为傲的红色记忆，有不少

先辈在这场暴动中牺牲，革命先烈们不怕牺牲
的精神，在臧永元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5 年，臧永元从部队转业回郎溪工作
后，通过长辈的讲述得知，被当地老百姓视为
革命英雄的先辈们，尚未被认定为烈士。在那
场暴动当中牺牲的英烈中，还有臧永元母亲的
前夫熊恩才。每当看到母亲讲起往事时眼中泛
起的泪花，臧永元的心里都会升起一种对家乡
革命前辈英雄壮举的自豪感。母亲殷殷嘱托他
帮熊恩才等人申报烈士身份，怀着对革命先辈
的敬意，臧永元作出了一个决定——为牺牲的
姚村赤卫队员“正名”，他说：“作为一名退伍老
兵、一名1961年入党的老党员，我有这个责任
和义务！”

1979年 5月，臧永元正式踏上为烈士“正
名”之路。这位老兵像一位重归部队的战士，精
神抖擞地踏上征程。

为烈士“正名”，首先要确定所有牺牲的姚
村赤卫队员的姓名。当年臧永元在经过走访调
查后发现，可供利用的资料十分有限，于是只能
继续利用工作之余搜集资料。他走遍了姚村地
区的每一个角落，先后找到了60多名仍健在的
烈士遗属和知情人士，最终确认有21人在姚村
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后牺牲。“我一定会用余生为
21名烈士‘正名’！”臧永元对烈士遗属们作出郑

重承诺。

一个不少 21名烈士终得“正名”

1981年4月，臧永元将调查收集到的21名
烈士的材料上报到郎溪县民政局和安徽省民政
厅，然而因为资料不足，第一次申报并没有成
功。1982年，赤卫队员张官成烈士的遗属张清福
在自家老宅的墙缝中，发现了一份当年赤卫队
开会人员的画押名单，他找到臧永元，两人一起
将这份珍贵的资料交到郎溪县党史办，使相关
资料得到进一步完善。2011年11月5日，臧永
元第二次完善相关材料后又一次进行申报，但
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没能等到好消息。

当时有人劝臧永元“搞不成就算了”，但他
坚守承诺不愿放弃，仍然坚持走访调查，不断补
充申报材料。2013年8月16日，在与县民政局、
赤卫队员遗属商量后，臧永元将当地党史记载
中资料较完整的8名赤卫队员先行申报，2014
年5月20日，安徽省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同意
追认陈建富等八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

长久的坚持终于取得了成效，臧永元却并
没有因此停下为烈士“正名”的脚步，他说，“还
有13位英雄的遗属在苦苦等待，我不能就此甩
手不管了。” （下转2版）

据上观新闻报道，春节假期，人们走亲访
友、聚会娱乐，尽情放松。但假期结束，不少
人却陷入了情绪低落、疲惫焦虑的状态，程度
不同地患上了“节后综合征”。

编辑点评：“节后综合征”并非单纯的生
理不适，实乃现代人工作生活失衡的集中体
现。职场竞争、学业压力、人际关系以及对未
来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将假期视作释放压力
的出口。一旦假期结束，现实的压力卷土重
来，心理落差在所难免。此种循环往复之态，
反映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脆弱性。社会对“节
后综合征”的批评往往过于严苛，我们惯以效

率至上标准评判他人，却忽视了每个人皆有
自己的节奏与压力。

破解“节后综合征”需社会各界共同努
力。首先，要构建平衡的生活节奏。适度放
松、规律作息、保持运动，这些看似简单之
举，实则为抵御生活压力的有效屏障。与其于
假期肆意狂欢，不如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
其次，企业可提供更灵活的返岗安排，家人朋
友可给予更多情感支持，营造理解包容的氛
围，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节后生活。

让我们共同努力，塑造一个更温暖、更具
温度的社会环境，使每个人皆能于快节奏生
活中觅得属于自己的平衡之道。

本报讯（郭亚琼 贺赞）精彩绝伦的舞狮
表演、摇曳多姿的民族舞蹈、技艺精湛的剪纸
刺绣……今年春节，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广西
传统村落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感受着
浓厚的春节氛围。

今年春节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城
乡建设厅积极引导广西各传统村落紧扣春节
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传统村落过大年”活
动，多维度展示传统村落宅院民居、节庆活
动、民间艺术、乡风民俗、人文底蕴等的独特
魅力。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村举办“村
晚”，村民们自导自演节目，为新年增添浓浓
年味；在贺州市钟山县荷塘村，古朴的村落里
张灯结彩，村民身着传统服饰，邀请八方宾客
同吃年夜饭；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举办多

场侗族大歌、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等国家
级非遗项目展示活动，使游客近距离感受当
地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以古建筑、古楹联、古
树“三古”著称的钦州市灵山县大芦村，村民
们在古建筑前展示剪纸、刺绣等传统技艺，吸
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据了解，截至目前，广西共有自治区级
传统村落792个，其中342个村落入选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数量位居全国第十。其中，桂
林市灌阳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柳州
市三江侗族自治县、钦州市灵山县成功入选
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名
单。春节期间，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节庆活
动不仅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享受，同时
也为广西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创造了新
的契机。春节假期，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农场大观园举办非遗节，英歌舞、糖画、打铁花等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园区

年味十足、热闹非凡。图为光明农场内人头攒动，游客沉浸式观赏英歌舞。 本报记者吴海燕摄民俗盛宴庆新春

匠心筑梦 共庆华年
◎ 本报记者卢瑶

广西开展“传统村落过大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