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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刀为笔，独创纸雕艺术

杨国峰从小就喜爱艺术，尤其对书法、

篆刻有着极高的热情和天赋。中专毕业

后，杨国峰弃笔从戎。在军旅生涯中，他养

成了爱读书的习惯。转业回到叶县工作，

这个习惯也没有丢下。由于家庭条件不是

很好，加上篆刻材料较贵，刚转业时，杨国

峰舍不得用那微薄的工资去购买，但为了

圆自己的艺术之梦，他便不断地在砖块、萝

卜、泥块和木头上做篆刻的练习。

梅花香自苦寒来。由于杨国峰执着的

坚持和不懈的努力，在书法、绘画、剪纸、石

雕方面都初有成就。一次酒后，一位朋友戏

谑道：“你篆刻这么好可以在纸上篆刻吗？”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试验过诸多雕

刻媒质的杨国峰决定尝试纸雕。他的这一

念头曾被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实际上，

对于这前无古人的“纸雕”，杨国峰心里也

没谱。但他的一颗好奇之心指引他向未知

领域探索。

雕刻需要立体物品，而寻觅可供雕刻

的纸张委实踏破铁鞋。杨国峰在全国各地

寻访多年，实验了各种各样的纸张，最终他

发现了一种 0.25 毫米厚的红色的纸张，比

较符合需求。而雕刻工具的选择亦是大费

周章。在最初的几年里，他相继对铁丝、缝

纫机的机针以及刀具予以改造，使之成为

雕具。过程虽为曲折，但杨国峰成功研制

出了纸雕。新的艺术形式诞生，他为之兴

奋不已。

申请专利，被誉为“纸上浮雕第一人”

杨国峰介绍，纸雕需先将要刻画的对

象以线条兼以块状“留白”，模移至纸上，然

后以工具刻下已经模移过后的线条痕迹，

镂去留白部位的纸色。等于将雕刻技艺融

入绘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实际上，为了细腻呈现所刻画的对象，

在纸色与“留白”之间，存在一种颜色的“过

渡”，即不完全镂去纸色，使之若隐若现，如

淡淡云雾一般。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使

作品更有魅力。

因为在薄薄的纸上“行针走线”，对于

初学者而言，无异于如履薄冰。尤其是“过

渡色”的处理，近乎苛刻。这门技艺，看似

简单，实则得有“铁棒磨成针”的功夫以及

高超的悟性。

在琢磨出纸雕这一新的艺术之后，一

次杨国峰携带作品去平顶山拜访一位当地

知名画家，这位画家见过他的纸雕作品后

十分赞赏。他说，平生尚未见过这种艺术

形式，建议杨国峰申报国家专利。在这位

画家的启发下，杨国峰将纸雕申报了国家

专利，填补了一项空白，从此被誉为“中国

纸上浮雕第一人”。

走进杨国峰家，只见他手执雕刻工具，

在已经描摹过的纸张上小心翼翼地运行，

全神贯注。

“这个纸只有 0.25 毫米厚，稍一不慎，

就穿透了，前功尽弃。所以，这个力度的掌

握，特别重要，要靠长期实践的累积。”杨国

峰说，为了使这门艺术精益求精，他付出了

超出常人的努力。

杨国峰介绍，他正在雕刻的这幅图名为

《昆阳之战》，是他今年将主攻的一幅长卷，长

达 36 米。由于叶县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

战主战场，杨国峰希望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再

现历史风云，从不同角度宣传自己的家乡。

获誉众多，希望艺术能够传承

杨国峰珍藏的纸雕作品中，涵盖人物、

风景、静物等类型。一道道雕刻而成的线

迹跃然红色纸上，流淌出雕刻与剪纸相融

合的独特风味。

除小品之外，《清明上河图》《百虎图》

《百马图》等鸿篇巨制的长卷更是凝结了杨

国峰无数的心血。特别是《清明上河图》，

以北宋画家张择端名作《清明上河图》作为

底稿，刻画了密密麻麻的人物、房屋和舟船

桥梁，线条疏密有致，虚实结合，以纸雕的

艺术形式，再现了北宋帝都汴京的繁华。

这幅作品花费了杨国峰两年时间，可谓殚

精竭虑。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沉淀，如今杨国峰

在纸雕技艺上精进飞速，游刃有余。

日前，他收到中国集邮网、中国大众文

化学会书画艺术专委会以及《启航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文献类珍藏邮册

的约稿通知后，共寄去20幅自创的纸雕作品，

其中《关公肖像》《财神像》《神龙腾飞》《虎啸山

川》《年年有余》等8幅作品入选邮册。

上月 22 日，杨国峰钻研纸上雕刻的故

事及部分作品刊登在香港《文汇报》上。

目前，杨国峰的纸上浮雕已被批准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向省文化厅申

报推荐杨国峰为纸上雕刻的非遗传承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程建军对

杨国峰的纸雕作品大加赞赏，鼓励他将这

一新的艺术形式弘扬下去。当地不少人想

拜杨国峰为师学习纸雕艺术，一些人建议

他办班传授纸雕艺术。而今，他的儿子已

经跟随他学习纸雕。

杨国峰表示：“我年龄逐渐大了，想将

这一艺术传承下去，不能让它失传。”

（乔培珠）

——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叶县退休职工杨国峰

纸 上 浮 雕 第 一 人

1 月 4 日早上 5 点钟，当多数人还在

梦乡时，环卫工人蒋秀云已经起床换上

工作服，骑着电瓶车去往工作地点。她

要赶在上班族上班前把街道打扫干净。

此时天还未亮，路灯映出她单薄的

身影。“你看，这都是刚清扫过的路面，干

净了，心里才舒坦……”在文化路与广安

路交叉口，蒋秀云指着路面满意地说。

全年无休，每天准时到岗

今年 66 岁的蒋秀云，家住盐都街道

胡村，从事环卫工作已经两年半。她负

责的区域是文化路北侧广场西街至广安

路段，全长约有 200米。

一把扫帚，一个灰斗，是蒋秀云的全

部“家什”。每天早上天不亮蒋秀云就要

出门，一直到傍晚一天的工作才结束。

“虽然现在天气寒冷，我里面就穿了

一件薄毛衣。”蒋秀云说，扫地是个力气

活，就这么一段路，从东扫到西，还要看

护着路面，看见垃圾及时清理，经常忙得

一身汗，根本就不会觉得冷。

“扫地这个的动作看似不起眼，但重

复很多次，一个月都要换一次扫帚。”由

于日复一日地劳动，蒋秀云的双手变得

粗糙，手臂也会隐隐作痛。

“最辛苦的是冬季和春季的雨天，路

面上很多落叶，被雨水一泡，推都推不

动，还要用手抓起来。”蒋秀云说，工作虽

然辛苦但干就要干好，打扫好“卫生区”

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我负责的路段比我自己家院子都

干净。”蒋秀云说，一年 365 天，每天都是

工作日，已经成了习惯。

不怕辛苦，希望得到尊重

路面清扫干净后，蒋秀云便在文化

路绿化带上捡拾飘落的树叶。

蒋秀云指着路边的休息椅说，一到夏

天这儿就成了“避暑胜地”。纳凉的人们

经常带着孩子，拿着零食在此处玩耍，但

留下的垃圾却增加了蒋秀云的工作量。

“遇到乱丢垃圾的情况我会及时指

出来，大部分市民都十分配合。”蒋秀云

坦言也遇到过“冷嘲热讽”的，但她并不

放在心上。她也相信随着市民素质的提

高，大家会越来越尊重她的职业。

“工作非常认真，脾气也好，每天在

这儿都能见到她。”经常带着孙子在此处

散步的退休职工王红丽，一来二去与蒋

秀云变成了朋友。“看见我干活扫地，有

时候直接过来抢着干，从来没觉得俺的

工作脏，失了体面。”蒋秀云感叹地说。

“有时候，放学路过的学生会对俺说

‘奶奶，您辛苦了’。听见这句话，俺觉得

再累都有意义……”蒋秀云特别感动。

一句简单的慰问和感谢，就可以温

暖人心。蒋秀云说，自己从来不怕苦，只

希望得到尊重。

苦中有甜，夫妻相互扶持

蒋秀云的丈夫名叫冯运粮，也是一

名环卫工人，负责广场西街新文化路至

九龙路段。平时俩人早上一起出门，临

走还不忘交代蒋秀云“中午吃好饭”。经

过一天辛苦劳动，晚上回到家里，夫妻俩

聊着白天发生的趣事，做饭、打扫、洗漱，

烟火味道里透着幸福。

“家里孩子不让出来，怕我们辛苦。”

蒋秀云说，“我闲不住，不让我干活着急

得慌。”蒋秀云不断给儿女做思想工作，

才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他们两口儿心态

很好，把工作当成是锻炼身体。

蒋秀云说，以前扫地非常辛苦，灰多

又不洒水，垃圾也多。如今有了扫地车

和洒水车，扫地的活儿也轻松得多。现

在 工 资 也 从 以 前 的 800 元 涨 到 了 1100

元，日子也越过越好。

“现在人们的素质普遍提高了，很多

人都能很自觉地把垃圾扔到垃圾桶。看

着越来越干净的城市，我感觉很骄傲，觉

得这里面有自己的一份劳动成果。”蒋秀

云说。

（张茜茜 杨沛洁）

——记叶县环卫工人蒋秀云

平凡岗位的坚守

本报讯 1 月 4 日，笔者从县公安局获悉：

2019 年元旦“小长假”期间，我县未发生重大

刑事案件、交通事故、火灾事故，社会治安秩

序持续平稳。

为确保全县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欢

乐、祥和的节日，县公安局未雨绸缪，按照县

委、县政府部署要求，提前开展集中清理排查

活动，及时将各种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元旦期间，县公安局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组织民警在城区主要街道、城乡接合部、

治安复杂地区巡逻，防范街面犯罪的发案。

交警部门科学安排勤务，强化路面监控，严查

无牌无证、超载超速、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确保全县公路主干线、交通繁华路段

和各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安全通畅。消防部门

严密管控各类场所消防安全，对全县各风景

旅游景点、公共娱乐场所进行安全大检查，对

涉及游客安全的项目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摸排

检查，完善安全警示标志，及时消除了各种安

全隐患，全县未发生较大火灾，无人员伤亡。

据悉，元旦小长假期间，县公安局共出动

警力 900 余人次，巡逻车 150 余辆，接受各类

报警共 849起，有效报警 201起，群众求助 109

起。 （娄浩然）

元旦小长假期间
叶县治安秩序稳定

本报讯 1 月 4 日，岁初冬寒，辛店镇桐

树庄村却暖意融融。该村 50 多名巾帼志愿

服务队队员，身穿红马甲集中开展清洁活

动，提升全村整体形象和贫困户户容户貌。

上午 10 点，队员们来到村广场集合。音

乐一响，大家放下扫帚、铁锹，纷纷打起了太

极、练起了舞蹈。一时间，欢笑汇在一起，在

安静的山村奏出一支交响曲。

原来，当天该村邀请县体育运动总会来

到这里，不仅为志愿服务队员们展示了太极

养生杖、健身球等体育健身活动，还手把手

地教大家酷走、舞蹈等健身项目。

今年 60 多岁的王秀云是该村贫困户。

去年老伴去世后，她感觉自己活着就是在熬

日子，经常在家一坐半天不想出门，不仅身

体越来越差，精神也不好。

听说村里说要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她

就试着报了名。“我是村里的贫困户，党和政

府对我照顾那么多，我就想着尽自己能力回

报一点。”王秀云说，没想到通过几次集体劳

动，大家边说边干，有说有笑，她不仅比以前

开心了，身体也好了。

“刚才酷走我跟着走了几圈，感觉很舒

服。我现在生活好、精神好，感谢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啊！”王秀云显得有些激动。

该村第一书记吴远航表示：“巾帼志愿

服务队的队员们平时默默付出，十分辛苦也

十分感人。我们想通过这种活动丰富队员

生活，进一步激发大家工作热情。”

上月 4日，桐树庄村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成

立。56 名成员里不仅有村组干部及其家属，

还有贫困户、低保户和自愿报名的村民。“尽

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从安排……”

每次开展集中志愿服务前，队员们总会集合

在一起喊出誓言，激励自己。大家身穿红马

甲，头戴红帽子，积极配合村务工作，活跃在

百姓身旁，刮起了“红旋风”，传播着正能量。

清扫村组道路、清理杂物、栽景观树、拓

宽道路……桐树庄村整体面貌有了明显改

善。“以前宽 4 米的环村道路现在已经拓宽到

8 米左右，到旅游旺季也不用担心道路拥挤

了。”桐树庄村因为风景优美在周边小有名气，该村党支部书记陈

国跃希望能吸引更多旅客到桐树庄村游玩。

分散供养“五保”贫困户的户容户貌差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

志愿者们便定期组织为他们打扫室内卫生、清洁院内、做家务。

轮到“五保户”胡长付家时，他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啊，

别忙活了，你们歇歇吧，我自己来、自己来，以后我保持家里干净，

不给你们添麻烦。”巾帼志愿服务队的服务不仅提升了贫困户的

户容户貌，还激发了贫困户提升生活品质的内生动力。

不仅如此，志愿服务队成立后，村级事务也变得更好推动。

这一点陈国跃深有感触：“以前村里有什么事，一般都是家里的男

人来开会。在大会上商量好之后，他们回去和自己的媳妇说，最

后却总是不同意，干不成。”

原来，过去村里的妇女通常都是做家务、带孩子，思想觉悟普

遍不高，不关心村集体事务。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后，妇女们纷

纷参与进来，积极讨论村里的规划以及发展，全村上下齐心协力

拧成一股绳，建设美丽桐树庄村的愿望更强。 （乔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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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 25 日，在龙泉邮政支

局，60 岁的投递员李国宇像往

常一样在分拣邮件。

李 国 宇 是 龙 泉 乡 权 印 村

人，在龙泉邮政支局工作已近

二十年。他坚持用真心对待每

一位用户，工作勤勤恳恳，不怕

苦不怕累，得到了领导、同事和

用户的一致好评。日前，他被

县邮政局评为“绿色天使”。

“退休闲着在家没意思，我

想继续为大家服务。”李国宇笑

着说。虽然李国宇已到退休年

龄，但看起来并不显老，他不仅

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谈吐间

总是充满正能量。

“天天出班不须烦，刮风下

雨不怕难”是李国宇的座右铭。

2002 年夏季，龙泉乡遭遇

洪水灾害，为了让用户及时收

到邮件，李国宇每天赤着双脚，

蹚水去灾区走家串户送邮件。

他的双脚因长时间在水中浸泡

长出了红疙瘩，痒疼难忍，但他

依然坚持……

2005 年，因投递员减员，全

乡只剩下李国宇一名投递员，孕

检证明、汇款单、挂号信、包裹、

大学录取通知书……每天的投

递量非常大。当时村里还是土

路，遇到下雨天到处泥泞不堪，

李国宇穿着雨衣胶鞋步行给用

户送邮件，每天起早贪黑，晚上

回到单位还要连夜分报纸整理

邮件到凌晨两三点，累了困了就

趴在桌子上睡会儿，天亮后继续

上班。为此妻子没少埋怨他，可

是李国宇说，既然干了这一行，

就要尽心尽力，不能因为送的

慢、送的晚耽误人家的事。

真心付出才能换来真心。

在那个雨季，不知有多少用户

深夜为李国玉打着伞、照着手

电筒送他回单位，李国宇与许

多老用户之间也建立起了深厚

的感情。近 20 年来，他从没被

用户投诉过。

2009 年 农 历 大 年 三 十 晚

上，家家户户都忙着包饺子迎

新年，李国宇却在走家串户送

邮件。直到晚上 9 点多才送完

的 他 含 泪 匆 匆 赶 往 县 人 民 医

院，因为此时他的老父亲病重

正在医院抢救。可是，到县城

的公交车早已下班，李国宇无

奈只好边走边拦过路车辆，希

望能搭上顺风车。几经周折，

当他赶到医院时已近凌晨，父

亲最终因抢救无效去世……

“父亲是个老邮政。他曾多

次教导我，要好好干，不要出差

错。”李国宇说，他牢记父亲的教

导，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做好本

职工作，为邮政事业贡献力量。

每当父亲周年时，李国宇总会在

父亲墓前保证：“孩儿跟着邮政

走，业不成名誓不休。”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

的 事 情 用 心 做 。 在 送 件 过 程

中，遇到地址或姓名写错，会导

致信件无法送达。“比如收件人

是张仙，实际却没有这个人，我

根据发音和字形推测出收件人

其实是张山。”就这样，李国宇

把许多“死信”变成了“活信”，

成功把信件送到了用户手中。

李国宇还教导年轻同事，

工作态度决定成败，人过留名，

雁过留声，做人做事要问心无

愧，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由

于工作踏实认真，李国宇多次

被评为“优秀劳务工”“优秀投

递员”“订报刊能手”“先进工作

者”等。

“现在路修好了，交通工具

先进了，我却该退休了。”李国

宇笑道，他认为人生要不停地

拼搏才有意义，只要还能为大

家服务，他愿意发挥余热一直

工作下去。 （张艳杰）

——记龙泉邮政支局投递员李国宇

简 单 的 事 情 重 复 做
重 复 的 事 情 用 心 做

本报讯 每天清晨黄昏，叶县城区各学

校门口忙碌的“护学岗”用心守护校园平安，

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上月 28 日下午，一组“小女孩向‘护学

岗’交警递暖心纸条”的图片，刷爆了朋友

圈，也温暖了大家的心。

当天上午，气温骤降，寒风刺骨。在城

区文化路实验学校附近，几名交警在“护学

岗”像往常一样工作。他们或打着手势指

挥来往车辆有序前行，或带领着路旁的孩

子走过斑马线。

上午 11 时 35 分，县交警大队城区中队

建 业 岗 负 责 人 潘 长 江 在 帮 助 学 生 过 马 路

时，突然手中被一位小女孩塞入了一张小

纸条。打开看，上面写着：“警察叔叔，这么

冷的天，谢谢您每天帮助我们过马路！你

们辛苦了！”话语间充满了对警察叔叔的真

诚感谢和满满敬意，让潘长江的心里暖暖

的。

潘长江双手握着纸条非常感动。他说：

“为了孩子们的平安，我们的付出和坚守都

是值得的。”他对小女孩表达了感谢，并表示

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交通疏导，确保学生出行

安全。

近年来，叶县交警部门切实做好护学工

作，警员每日提前到岗，在校园门口及周边

路段执行护学任务，疏导维护交通秩序，同

时利用“护学岗”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增强学

生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无

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护学岗”始终坚守

岗位，牢牢筑起安全线，守护着学生的平安。

（蒋一帆）

“护学岗”用心守护学生安全

1月 3日，笔者获悉，叶县民间
艺术家杨国峰8幅纸雕作品入选全
国《启航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大型文献类珍藏邮册。
日前他已收到样册，不日将前往北
京参加邮册发行仪式。

今年 64岁的杨国峰是叶县化
肥厂退休职工，现为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曾创作《清明上河图》
《昆阳古八景》《幽兰赋》《百虎图》《传
人像》等纸雕作品，因擅长在纸上雕
刻，被誉为“中国纸上浮雕第一人”。

脱贫攻坚进行时·美我家园篇

叶县好人·每周一星

纸雕作品《清明上河图》（局部）。 乔培珠 摄

1 月 3 日，在源泉职业培训学校，叶县 2018 年残疾人职业技

能保健按摩培训班正在上课。

据悉，该培训班由县残联组织，上月 6日开班，为期一个月，

免费为残疾人提供保健按摩技术培训，并无偿提供餐饮、住宿，

本期共培训残疾人 20名。

赵贝贝 摄

技能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