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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五铺中心学校，每
个班每周都有一节特色面塑
课。在这里，心灵手巧的学生
们正在捏制各种精美的作品：
有五彩缤纷的果蔬，有栩栩如
生的动物，还有人们耳熟能详
的神话人物……这些活灵活现
的作品让记者惊叹不已，实在
难以置信是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捏制出来的。孩子们兴高采烈
地说，是商老师的面塑教学让
他们找到了乐趣。

学生们所说的商老师，名
叫商运平，高挑的个头，脸上总
是挂着和善的微笑。他是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派面塑”代
表性传承人、四铺镇五铺中心
学校高级教师。

商运平，1963年出生在沱
河岸边的颜道口村商庙自然
庄，祖父商西荣是商派面塑的
创始人，研创了不裂、不霉、不
蛀的面人。商运平的父亲商凤
瑞，是淮北、宿州一带比较有名
的面塑艺人，也是从他这一代

开始，商派面塑有了特有的风
格。耳濡目染的商运平也与面
塑结下了不解之缘，8 岁便随
父亲学习面塑制作。父亲曾劝
他从一而终，要么当好老师，要
么老老实实做面塑，其实是怕
儿子分心，做不好面塑反而砸
了商派面塑的招牌。但他没想
到，儿子不但没有辞去教师的
工作，而且商派面塑也在他的
手中有了创新和发展。

商运平使用自制的塑刀、
小剪刀、梳子、钳子、搓手油、有
机玻璃板等工具，通过揉、捏、
挑、压、搓、滚、拨、切、填补、延
展等技法，捏制面塑作品。作
品在制作前要构思设计好，做
到胸中有数，按步骤进行，一般
从上到下、由里向外慢慢添加
捏制而成。他从“西瓜基地、花
卉之乡”的家乡四铺寻找灵感，
以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精心
塑造父老乡亲的纯朴形象，反
映乡村日常生活场景，彰显乡
土气息和田园风光。其作品讲
究形式多样、形象逼真、造型不
拘一格、色彩鲜艳润眼，且不
裂、不烂、不霉、不褪色，可永久

保存，深受人们喜爱。在他的
手中，无论是池塘、村庄、草木，
还是耕作的中年壮汉、嬉闹的
孩童、树荫纳凉的老者，无论是
动态的或是静态的，都被赋予
一种乡野的淳朴与温情，有着
浓郁的人文气息，饱含天然的
情趣与神韵，仿佛就是家乡的
味道，给人一种“误入桃源”之
感。

2012年，五铺中心学校相
继投入5万余元，腾出160平方
米的教室建立“商派面塑传播
基地”，设置操作台、作品展示
区、学生活动区，针对六、七、八
年级和辖区小学三、四、五年
级，开设面塑课程，编写《商派
面塑校本教材》小学版和中学
版两册，多角度、全过程地展示

“商派面塑”的发展历史、制作
技艺和教学过程，以求更好地
保护、传承、利用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宝贵资源。

从那以后，商运平投入了
更大的心血和汗水致力“商派”
面塑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面

塑题材涉及古今中外，五行八
作，作品广受推崇。五颜六色
的面团，有的压成饼，有的搓成
绳，有的挑成花，在一双灵巧的
手中，捏将到一起，要么“蹦”出
个穆桂英，要么“请”来了孙悟
空，或者猪八戒也能跃然面前。

目前，商运平除在濉溪县
五铺中心学校教学生面塑课
外，还利用节假日承担着淮北
职业技术学院、淮北市文化中
心、濉溪县文化馆、濉溪县青少
年校外活动中心、濉溪县青少
年宫的面塑公益教学活动。商
运平利用自身优势，从娃娃抓
起，通过“看、说、做、评”四个环
节进行教学，让学生了解面塑、
喜欢面塑，培养学生热爱传统
文化、学习传统文化、保护传统
文化的意识。

雕塑的过程，并不都是鲜
花和掌声，还伴随着清冷与辛
苦，可那一揉一搓之间，终究让
商运平收获了一个更好的自
己，受聘成为淮北职业技术学
院客座教授，并先后被吸纳为

安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安徽
工艺美术促进会会员、淮北市
工艺美术促进会理事、淮北民
间艺术研究院面塑专家。

有耕耘，必有收获。商运
平先后荣获巧艺珍品皖北四市
联展优秀奖、安徽广播电视台
老年春晚最佳特色奖、安徽省
第六届文化惠民消费季最受欢
迎奖，其作品《三打白骨精》《西
游记》《十八罗汉》先后荣获第
十一届合肥国际文化博览会银
奖，安徽省第九届、第十届美术
精品博览会银奖。不仅如此，
他还先后受邀参加美国旧金山

“华文教育，名师巡讲”、瑞典
“中国旅游文化周——美好安
徽”暨安徽文化年、云南“一带
一路”国际非遗展等活动。

截至目前，商运平创作面
塑作品300余件，收徒数十人，
其中徒弟刘海涛已经成长为

“商派面塑”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商运平先后为近百家单位
讲授面塑课程 300 余场次，受
益学生约8万人次。

让老手艺焕发新光彩
——记省级非遗“商派面塑”代表性传承人、五铺中心学校教师商运平

走进徐保存的家，眼前
的 一 切 让 人 惊 讶 ：窗 明 几
净、一尘不染，每个角落都
整洁有序，不大的院子里，
几盆绿植枝繁叶茂，最引人
注目的是用不锈钢管铸成
的 U 形的护栏，那是徐保存
为了妻子黄玉兰康复订做
的。只要有空，他就会小心
地搀扶妻子握着护栏试着
让她站起来……

随着天气渐冷，孝顺的
女儿将老两口接到市区家
中照顾。徐保存说，女儿家
有地暖，前些日子就把他们
从农村老家接到城里过冬。

11 月的一天下午，室外
阳光和煦、温暖宜人。在市
区女儿家的小院里，68 岁的
徐保存推着轮椅，悠然自得
地给妻子哼着熟悉的老歌。
徐保存走累了，就停下来逗
妻子开心。满脸的笑容是妻
子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幸福。

“天暖和了就推她出来
溜溜透透气，锻炼锻炼，这
样她身体也好了，心情也好
了。”常年守护在妻子身边，
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衣食
起居，对徐保存来说已有 20
个年头。20 年前，46 岁的黄
玉兰因突发脑溢血瘫痪，既
不 能 说 话 ，生 活 也 不 能 自
理，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在他
一人身上。面对突如其来
的变故，徐保存选择了坚强
面对，勇敢承担生活赋予的
一 切 ，从 对 家 务 事 一 窍 不
通，到现在的样样精通。

“当时妻子瘫痪后，感
觉天要塌了，上有八十多岁
卧病在床的老人，下有未成
年的孩子，压力确实大。我
想我不能倒下，我倒下这个
家就完了。”悲痛一阵之后，
徐保存下定决心再苦再累

也要把妻子照顾好。妻子
瘫痪后，洗衣做饭、照顾一
家老小、收种庄稼，还要忙
里 偷 闲 做 点 生 意 补 贴 家
用。“自己多忙些多累些，就
是 想 让 妻 子 生 活 得 舒 适
些。”徐保存说。

这 样 的 爱 慢 慢 地 变 成
徐保存生活的常态。当别
人早已进入梦乡的时候，他
还在忙活着收拾家务；当别
人睡眼朦胧醒来时，他早已
给妻子备好早饭。三伏天，
要一天几次为妻子擦洗身
子。因为卧床不起会造成
肌肉僵硬和萎缩，徐保存便
买书自学按摩。妻子患病
一度心情低落，产生了轻生
的念头，他就经常推着妻子
在村里到处转转，让妻子晒
晒太阳，邻居乡亲们见面也
能 打 个 招 呼 ，排 遣 一 下 寂
寞。有时，他还会给妻子讲
点笑话，帮助妻子鼓起生活
的勇气和信心。

日子一天天过着，徐保
存默默地做着一切，陪伴妻
子走过艰难的人生道路，用
宽厚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
担。自妻子患病后，徐保存
一直都不甘心妻子一辈子躺
在床上，他想让妻子享受生
活更多的美好，于是他就对
妻子进行康复训练。经过多
年的训练，慢慢地妻子自己
能挪动几步。这一切更加点
燃了妻子生活的勇气，也给
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缕阳光。

“孩子都很孝顺，我以
后还会继续照顾下去。如
果我不能照顾了，就让几个
孩子照顾好他妈。”对于将
来 ，徐 保 存 有 着 这 样 的 打
算，他表示，只要自己还有
能力，就会将妻子一直照顾
下去。他很感激妻子多年
来的患难与共，生儿育女，
给了他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这样一对夫妻，妻子瘫痪20年，丈夫精
心照料，独自一人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20年
来，他起早贪黑，任劳任怨。他就是濉溪县刘桥
镇任圩村村民徐保存。

有一种爱叫不离不弃

初冬的宋疃镇和村社区苹
果园内，群众已经将沉甸甸的幸
福果实从树上采摘下来，忙着销
售。11月5日下午，记者见到种
植户李祥杰时，他正在给果树除
草、追肥。

“脚下这100亩苹果林是我
前几年承包下来的，新品种是从
山东烟台引进的，即将进入产果
期。”李祥杰告诉记者，新果树是
为了替代、更新已经有着30多年
树龄的和村第一代果树。

李祥杰是宋疃镇和村普通
的农民，但是他却有着一股吃苦
耐劳、永不服输、敢于拼搏的创
业精神。这些年，他不懈地努
力，立足当地“一村一品”苹果产
业，在增收致富的道路上带头发
展种植农业，成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他致富不忘左邻右舍，带领
群众共同致富，在当地已是一名

远近闻名的新型职业农民。
李祥杰出生农村，对农业和

土地有着浓厚的感情，立志从事
“三农”，艰苦创业，扎根农村基
层做一个现代新型职业农民。
在外打工多年，李祥杰毅然决然
踏上了返乡路程，这一路他始终
在想：“为什么要回家？回家能
做些什么？经过多年的打拼，大
家都待在大城市了，自己还要返
回小村庄去。”但是他始终坚信
在外学习科学知识、开阔眼界是
一定要发挥出最大价值，而发挥
出价值就一定要去解决农民的
问题，解决他们的难点、痛点。

李祥杰回到家乡之后，通过
走访观察、查阅资料，发现村民
基本无人去打理苹果园，或者管
理的方式不科学、不恰当，不但
浪费了生产资料，而且收到的
效益甚微。这便是李祥杰返乡
之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与种
植苹果的农户共同参加淮北市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专家针对

他们的情况，制定出详细的技
术和营销计划，并逐步实施。培
训机构带领他们到江苏省丰县
全国优良苹果基地考察学习。
有了专家技术人员的手把手指
导，困惑他多年的问题迎刃而
解。经过培训他慢慢成为一个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
的新型职业农民。

要想创业成功，首先要选对
路子，路子对了，才能抵达成功
的彼岸。李祥杰结合自身情况，
创新生产模式，对土地实现规模
化经营，大力发展高效农业，提
高土地产出率。一是应用优质
品种。李祥杰在授课老师的指
导下更换了苹果树品种，选择品
质好、产量高、抗逆性好的苹果
树品种，所以他种的苹果不但产
量高、品质也好，产品供不应
求。二是抢市场。由于实行绿
色种植，品种和质量迎合市场需
求，产品供不应求。三是积极应
用现代营销手段，重点抓好消费

群体的选择、农业休闲、直播等
互联网电商营销方式。同时，增
加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
探索种养模式，通过林下养殖、
花卉作物、红薯结合等模式，吸
引市民前来观光、采购，仅此一
项就多收入20多万元。这样经
济效益大大提高，真正实现高产
高效。今年，李祥杰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当
年纯盈利达40多万元。他还流
转100亩土地，准备扩大生产。

苹果园的管理变得科学，最
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农户。没有
什么比硕果累累会让农民喜笑
颜开的。但是李祥杰并没有停
下脚步，而是思考如何扩大当地
的优质苹果生产规模，提高果品
质量，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和增加
产品竞争力。为此李祥杰培育
了30亩当地优质苹果苗，基本可
满足和村及周边村落需求。李
祥杰在这次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中也学习了植保无人机驾驶

技术，之后发起成立了专业的植
保服务队，做到统一修剪、统一
施肥、统一病虫害管理。实施无
公害标准化生产，在病虫防治方
面上，尽量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量，有效控制农药对环境的污
染，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
科技帮带，他引领周边30户贫困
户过上了富裕生活。

如今，李祥杰不断壮大经营
规模，把合作社发展成为融农作
物种植、养殖、销售、服务为一体
的现代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
他的带动下，周边的大户都加入
了他的合作社，更多的农民过上
更加幸福的生活。

“通过参加职业农民培训来
提升自身管理水平是非常成功
的。”李祥杰表示。同时他告诉
记者，自己未来打算立足和村苹
果优势特色产业，建设起规模
化、标准化、专业化、优质化的苹
果生产基地，带领乡亲一起致
富。

李祥杰：做群众致富的引路人

徐保存（右）悉心照顾妻子。

搀扶妻子到室外锻炼。

特殊面塑课。

展示面塑成品。

面塑作品。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张超慧
实习生 张修毅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郭子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