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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村现在是越来越好了，种艾
草的收入比原来翻倍。发展乡村旅
游，让咱们的房高路宽……”“这还
不都是咱孙书记领导的好，他是真
敢干真能干。”……盛夏的草庙村
头，乡亲们三三两两手握蒲扇聚在
村头红色广场聊着家常里短。

大伙口中的孙书记叫孙伟，是
名退役军人。1995年，18岁的孙伟
走进军营。服役期间，他苦练炮兵

“千里眼”“顺风耳”专业，多次在岗
位大比武中夺冠，先后被营嘉奖一
次，团表彰优秀士兵一次。2021年
底，孙伟到烈山区古饶镇草庙村任
党总支书记，成为父老乡亲的“领
头羊”。

彼时的草庙，班子整体战斗力
薄弱，集体经济条件差，是个远近
闻名的“后进村”。“为了父老乡亲
的冷暖，捋起袖子带头干吧。”上任
之初，孙伟暗下决心带着大家共同
致富。创业要示范带动。孙伟立
足家乡实际，紧贴乡亲致富需求，
从事艾草种植和深加工。

他三下南阳华康、药医宝公司
学习、考察。请技术人员现场指
导、培训艾草种植、加工技术。邀
请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硕士生导
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健康保健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卢金清教
授指点迷津。种植上，选择小块
地，提高艾草质量、降低种艾成本；
品种上，建议研发杂交艾，结合本
地气候、土质特点，提高艾草亩产
量；品牌上，注重宣传，形成自己的
特色。同时，拉长艾草的产业链，
生产精油，加工艾条、艾枕、艾包，
做好艾灸康复理疗、养生、保健
等。孙伟一项一项抓落实，先向烈
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帮助艾
草种植项目 200 万元担保贴息贷
款，又向古饶镇政府申请帮助落实
经营场地、水电减免、投融资等优
惠服务，再向区农水、科技部门申
请提供技术指导，争取艾草深加
工、市场拓展、法律、财税等方面帮
助；最后主动参加各类培训、创业
大赛汲取企业管理经验。

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突击生产
艾产品，并无偿捐助价值17万元的
艾条给市辖医院、村居防疫；拓展
康复、理疗、保健等艾灸功效，免费
为特困户、低保户、退役军人优抚
对象康复理疗；挂牌艾草加工扶贫
车间，吸纳年龄偏大、身体不便等
乡亲进厂工作，挣钱贴补家用……
实打实的行动积攒着乡亲种植艾
草致富的信心。一户、两户、三户
……不久，艾草种植户累计到百
户，种植面积达 3000 亩，艾草种植
呈现年年攀升的局面。

与此同时，孙伟推动成立艾草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鼓励乡
亲利用低洼、废沟、房前屋后零散
荒地种植艾草。合作社则免费提
供艾根并订单式回收艾草，鼓励大
家从事艾绒、艾条、艾枕等家纺生
产以及网络销售新方式，支持王秀
梅、丁盛等艾草种植大户赴合肥、
上海、郑州等地参加艾草项目创新
创业大赛，扩大古饶艾业的知名
度、影响力。企业还与淮北师范大
学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成立艾草研究中心，依托生物科学
院植物学、土壤肥料学、田间试验
设计与统计分析等生物技术，合作
研发具有本地特色、亩产高、质量
优的艾草品牌。目前，全村种植艾
草7000余亩，每亩增收800元。乡
亲居家加工艾条、艾包、艾枕、艾盒
家纺产品，规模加工精油产品，并
实现艾赚钱、艾保健、艾养生。

艾草种植首先破局后，孙伟决
定依托“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指挥
部旧址”打造红色草庙，发展乡村
旅游，给乡村全面振兴赋能。

1948年12月2日，淮海战役总
前委委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代政委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
部进驻今草庙（时称草庙圩子）。
至 5 日，粟裕将军在此居住三天三
夜。孙伟和村“两委”结合村里红
色资源，申请、筹划、协调乡村旅游
项目。近期，占地22000多平方米、
新建建筑面积3600多平方米、改造
建筑面积 900 多平方米，内容涵盖
原有院落复建、红色雕塑公园、游
客中心建设等总投资 3800 多万元
的红色旅游项目即将动工，项目建
成将进一步带动当地的乡村旅游，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作为草庙村的“掌舵人”，孙伟
和村“两委”班子坚持把党的领导
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各环
节，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创新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方式方法，推进形成法治引
领、村民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工作格局；建立百姓说事点，搭建
百姓说事群，第一时间捕捉、收集、
反馈各种矛盾纠纷信息，使矛盾纠
纷在基层得到及时预防和化解；探
索村民自治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让 村 民 自 己“ 说 事 、议 事 、主
事”……草庙村民现在是腰包鼓起
来了，腰杆硬起来了，心情乐起来
了。

谈及未来发展，“兵支书”孙伟
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退役军
人，自己将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发扬军人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
精神，把企业经营好，同时带动更
多父老乡亲发家致富，回报社会。

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日。70多年前，中国人
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志愿军将士
用青春热血书写了一个个战斗奇
迹，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近
日，记者满怀崇敬之情，走近志愿
军老兵王守兰，聆听他在硝烟滚滚
中的抗美援朝故事。

走进濉溪县刘桥镇干庄村，在
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旁的菜地里，
记者见到了正在除草的志愿军老
兵王守兰。眼前这位平凡的老人，
让人很难和战争联系到一起。虽
说已经91岁高龄，可王守兰老人却
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焕发。

“到我这个年纪，没有事了遛
达遛达，种种菜，除除草，浇浇水，
现在日子好了，过得很幸福。”王守
兰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老人从床下翻出珍藏 70 多年
的子弹箱。王守兰说这是他的“百
宝箱”。打开“百宝箱”，王守兰小
心翼翼地翻弄着里面的“宝物”。
老人眼中的“宝物”是几枚军功章
和“和平万岁”抗美援朝纪念章。
看着一枚枚奖章，王守兰仿佛回到
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王守兰告诉记者，1951年上半
年，自己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号召，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当
年10月，王守兰随大部队跨入鸭绿

江后，被分到后勤部队的加油站。
当时，加油站距离战场 30 多里，经
常遭到敌机轰炸，有时来不及躲进
防空洞，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当时我们正在加油，敌机轰
炸，我们50多人躲到树下，炸伤30
多人，我在外围没有伤到。”回想当
时惊心动魄的情景，王守兰依然历
历在目。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
协定》签署，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
束，志愿军分批从朝鲜撤离。王守
兰说，战争结束，他留在朝鲜支援
地方建设，修路、架桥、种地这些活
都干过，直到 1956 年回国后，才转
业到老家。60多年来，王守兰在家
务农，当过村干部。“有时候想到我
回来了，而他们却没回来，我心里
就难过，是他们的付出，让大家过
上好日子。”如今，让王守兰念念不
忘的是那些牺牲在朝鲜的战友。

说到现在的好日子，王守兰老
人高兴地说，冰箱、空调、太阳能早
就用上了，子女也很孝顺，每天过
来照顾自己和老伴，每月他还有退
役军人优抚金。他和老伴过着幸
福的晚年生活。

走出王守兰老人家，“晴天响雷
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
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这首
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在记者脑
海回响，字字句句正是对王守兰和
志愿军将士最崇高的致敬。

泥塑是我国古老的一种民间艺
术，其创作题材广泛，或取自民间故
事，或反映民间习俗，或塑造戏曲人
物。其作品以泥土为原料，纯手工捏
制成形，或素或彩……普通寻常的泥
巴在淮北泥塑市级传承人李绘娟的手
里变成了一件件惟妙惟肖的艺术品。

学习：源于家庭耳濡目染

在濉溪老街的安徽省级非遗淮北
泥塑传承基地，记者见到了李家泥塑
第七代传承人李绘娟。“我父亲李正卿
作为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在淮北享
有‘泥塑李’的美誉，哥哥李建东也是
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自己从小就跟
在父亲和哥哥的身边做些小物件。”说
起李家泥塑，李绘娟打开了话匣子，

“泥塑是我们李家几辈人传下来的手
艺，到目前已历经八代。”

在李绘娟的记忆中，自己的祖父和
父亲都是从事泥塑创作。因为耳濡目
染，加上自己喜爱，她七八岁的时候就跟
随父亲在野外学习辨认泥塑所需的“黄
胶泥”，学习扎纸、书画等，为自己的泥塑
手艺打下了艺术功底。二十岁时，李绘
娟完全掌握了从选泥、和泥到做骨架、上
粗泥、上细泥、塑形直到最后的打磨、上
彩一整套的传统泥塑制作流程和方法，
能够独立完成人物造型，并协助父亲为
一些庙宇塑造庙神等大型泥塑作品。

2006年，父亲创办民间泥塑工作
室后，李绘娟就和父亲哥哥一起专职
进行泥塑创作。2008至2010年期间，
她独自创作了《矿工》《神医华佗》《司
马光砸缸》《将相和》等作品，2016 年
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并且成立了民间
泥塑记忆传承基地。

“这是我父亲生前的作品《支前》，
为纪念淮海战役胜利64周年创作的，
是素色的。这是我的作品《穆桂英挂
帅》，一组多个人物，都是彩色的。”记
者看到，这些作品中每一个人物的妆
容、衣物、头饰、兵器等都雕刻得栩栩
如生，人物表情也十分鲜明。仔细看
去，“穆桂英”高举令旗，铠甲披身，英

姿飒爽，威风凛凛。据了解，李绘娟的
《穆桂英挂帅》还参加了今年7月刚刚
结束的第一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泥塑
赛项总决赛，该作品连同现场制作的
作品《秋收》均被中国葫芦博物馆和大
赛组委会收藏。

技艺：展示悠久艺术魅力

泥巴这种材料虽然简陋，但有极
强的可塑性，构思出好的素材，再经过
巧手加工，就能创造出各种精美的艺
术品。“我们用的泥土是濉溪当地的黄
胶泥，土质细腻、黏性好。”李绘娟说，
因为黄胶泥源于地下较深处，所以直
到现在，如果听说哪里有项目在挖地
基，就一定会到现场取泥回来。

李绘娟还告诉记者，取回的黄胶
泥其实是不能直接捏塑的，要经过晒、
捶、筛、泡、揉等多道工序，来增强泥的
黏性和韧性。像《支前》这种大型泥
塑，在揉泥的过程中会加入沙和细茎
干草，小型泥塑可以加入棉花，然后反
复摔打揉捏，挤出泥中多余的空气，来
增加泥的韧性，才能最大限度地防裂、
少收缩、不变形。

“捏泥塑其实工具可有可无，主要
都是靠手的感觉。”李绘娟坐在工作桌
前，手中一位老人的形象几乎塑造完

毕，那是她这几天的工作成果。“我还
是比较喜欢塑造戏曲人物，这也跟我
父亲有很大的关系，他曾经是县梆剧
团的团长。”说话间，李绘娟拿出两个
以前做好的戏曲人物介绍说，捏制上
彩最难的就是头部，因为戏曲人物头
部装饰多而精细，而且神态很重要，一
般要等到捏制的泥人干透了再上彩。

李绘娟制作泥人及上色从不要草
图和样品，因为样图都在心里。跟随
父亲在梆剧团的那些年，戏剧中的人
物性格、服饰、形象都深深地刻在了她
的脑海里，成为她取之不竭的创作源
泉。“正常和泥捏塑的作品为自然土坯
黄色，要想让作品呈现古旧感，可以在
秋冬季将加入干草揉捏过的胶泥装入
塑料袋中密封放置阴凉处保存，来年
春夏季再进行捏塑。因为胶泥中的干
草会在春季升温后发酵变色，捏出来
的作品会变成炭黑色，给人一种沧桑
古朴的感觉。”

为了与时俱进，她还曾去北京学
习了软陶制作，把从父亲那学到的泥
塑手法融合到软陶中，做出的软陶作
品既形象又有生命力。

传承：延续泥塑艺术生命

自创办了工作室以来，常常会有

来参观的人，也会有人对展柜上的作
品爱不释手，愿意出高价购买，但都被
李绘娟谢绝了。对于她来说，一个个
泥塑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从构思、采土
到创作、雕琢，直至成型，都凝结着心
血，也承载着自己的记忆和情怀，而这
是任何钱物都无法替代的。

李绘娟的作品风格在父亲、哥哥
的作品上有着很大的创新，现代艺术
气息更浓，夸张的人物造型，栩栩如
生的软陶作品，都充分说明制作它们
的人有着一颗细腻的、热爱生活的
心。

淮北泥塑 2014 年被列入安徽省
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同父亲和哥哥一样，李绘娟也想将淮
北泥塑这门技艺传承下去。“艺术不
能只靠家传，要有真心热爱这门艺术
而且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泥塑作品
的人，才能真正将其传承下去。”为
此，她开设了体验课和兴趣班，免费
教喜欢这门传统手艺的人做泥塑。
暑假期间，也会有许多小朋友来到淮
北泥塑传承基地，了解淮北泥塑的文
化历史，动手体验泥塑制作，感受传
统非遗魅力。

为了让更多的人近距离感受泥塑
文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
义，李绘娟受邀进社区，为市民讲解泥
塑的历史渊源、特点，手把手传授泥塑
技艺，指导他们动手体验。她还被淮
北职业技术学院聘为泥塑导师并被多
所中小学校聘任为泥塑传习班讲师，
开展非遗传承进校园工作，让孩子们
体验泥塑这门艺术。

近年来，为了将淮北泥塑这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发扬光大，让
这项绵延千年的古老艺术传承下去，
我市各级文化部门通过多种方式予
以宣传、推介，周边地区的多所高校
和中小学学校也发动师生定期到传
承基地接受教学。“我希望，泥塑能够
吸引到一些真心喜爱泥塑、有创作天
分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土壤上种下一
颗种子，能把这门手艺传授给他们，
这就是我能做的。泥塑技艺后继有
人是我最大的心愿。”李绘娟说。

战斗机飞行员是祖国蓝天的守护
人，石磊就是其中一员。“从决定嫁给
他的那一刻起，我就暗自立誓：‘你守
护蓝天，我呵护你！’”7月27日，笑容
俏丽的王倩倩对记者说道。

军嫂王倩倩今年35岁，是相山区
合众小学的教师。与石磊恋爱时，全
靠电话和视频倾诉衷肠。

柔情似水长，佳期如梦短。两人
刚新婚燕尔，石磊的婚假却要结束
了。“当你想我的时候，可以抬头看看
蓝天白云，说不准我那时正在云丛里
……”望着依依不舍的妻子，石磊说
道。

“看看飞鸟也可以呀！在我的心
目中，你就是高空中矫健的雄鹰！”王
倩倩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让丈夫安
心。

怀孕了，孕吐严重，王倩倩却告诉
石磊：“放心，咱们的宝宝乖得很，知道
爸爸不在身边，特别心疼妈妈……”

儿子出生后，她独自扛起照料家
庭的责任，照顾父母、教育儿子、整理
家务，大事、琐事、烦心事，她一人包
办。儿子一岁左右时经常生病，深更
半夜、顶风冒雨抱着孩子看急诊，王倩
倩没给石磊打过一次抱怨的电话。

“儿子生病，我是最难受的，那一
刻，也觉着很无助，希望他能在身边遮
风挡雨……”王倩倩眼眶湿润。但是，
她不能给丈夫打电话，怕他担心，更怕
他在出任务时分神。

痛苦时、孤独时，一个人独自抹眼
泪。

每当这个时候，她不是“不想说”
“不愿说”，而是“不能说”。王倩倩深
知：天上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飞
行员必须全身心投入飞行中，心无杂
念、心静如水是飞行安全的重要保
障。所以，无论家里有什么事情，她总
是“报喜不报忧”“报甜不报苦”，好事
急急报给他，烦事自己慢慢消化。

“部队有任务，假期又延迟了……
你辛苦了。”每次听到老公充满歉疚的
话语，王倩倩总是宽慰道：“在部队你
放心，家里一切都有我。你在部队一
切安好，我在家里才能安心。”

儿子稍微大些后，王倩倩喜欢带
着他躺在公园的草地上，仰望蓝天：

“爸爸驾驶的战斗机，可能就穿行在那
片最大的云朵里……”

“爸爸，能看到我们吗？”儿子好奇
地问。

“能吖！爸爸是在用心看……”
王倩倩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开心地
说。

仰望蓝天，成为母子俩共有的习
惯，每当天空中有飞机掠过，王倩倩总
是指向飞机，深情地给儿子说道，这是
爸爸在驰骋蓝天，保护着我们。

十几年如一日准备飞行、飞行训
练、执行重要任务，石磊在领略蓝天之
美的同时也心存敬畏。王倩倩始终关
心着丈夫的一举一动，不管多晚，每个
飞行日结束后总是收到丈夫平安的消
息之后才能安然入睡。

飞行员的家庭既是特殊的，也是
平凡的。丈夫因为任务原因不能回
家，王倩倩也会尽最大努力给儿子营
造幸福的家庭氛围，她多次独自带着
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家庭活动，带着
儿子出去旅行……

有妻子的鼎力相助，石磊在部队
频频传来喜讯：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连续4年被评为“优秀基层干部”。

你展翅翱翔蓝天，我站在三尺讲
台。王倩倩全身心投入到心爱的教师
工作中。她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努力

提高自己的综合知识，以爱心、耐心、
细心去关爱、教育每一名学生。“看到
班里的孩子在进步、在快乐成长，我就
特别有成就感。”

“面对你，我唯有牵挂与叮咛，因
为你的肩上有责任与担当。我要尽心
尽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全心全意抚育
孩子，为他在后方撑起一片天。”今年
7 月，王倩倩当选为淮北市“最美军
嫂”。每个人对幸福都有着不同的理
解，对于她来说，幸福则意味着更多的
付出，对丈夫的无悔支持，对国防事业
的无限热爱。

“兵支书”孙伟：
领着乡亲同致富

从峥嵘岁月到幸福生活
——访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王守兰

军嫂王倩倩：
你守护蓝天，我呵护你

捏塑出百态人生
——记淮北泥塑市级传承人李绘娟

幸福之家。

创作。

■ 记者 刘露 实习生 刘依旋

■ 记者 朱冬

■ 记者 俞晓萌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周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