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23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籍雅文

电话:(0531)85193305 Email:wtzx@dzwww.com文化8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45 . 00元 零售价：3 . 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昨日开机5：20 印完8：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 本 报 记 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孙海锋 李宗宪

枣庄市山亭区薄板村民间手工艺人刘进
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枣庄泥塑的代表
性传承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连续
创作了多组泥塑作品，生动还原农村疫情防
控情景，讴歌抗疫英雄，向战斗在抗疫一线
的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致敬。

春节期间，农村基层工作人员24小时坚
守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线，织牢抵御病毒入
侵的天罗地网。此情此景刘进潮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默默地构思设计。刘进潮首先创
作的《我村抗疫一线》《老村长喊话》，塑造
的就是他最熟悉的村口、街边的“小人物”。

摆着“劝返点”标牌的长条桌、挂灯笼
贴春联的村居门楼、电线杆上的组合喇叭，
刘进潮用三个标志性的元素和栩栩如生的人
物群像，再现了农村村口防疫宣传、人员排
查、喷洒消毒的疫情防控场景。

“无论刮风还是下雪，我们村抗疫的村干
部、党员、志愿者都在村头巷尾忙碌着，我
深受感动。我也看了很多新闻报道，知道有
很多勇士们都奋战在前线抗疫，他们的大

爱，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咱不能上前线进行
抗疫，作为一个泥塑非遗传承人，唯一能做
的就是用双手来做些泥塑，表达对他们的崇

敬之情。”刘进潮说。
将中国传统神话人物与全民抗击疫情的

社会现实巧妙融合，刘进潮又创作出《保家

卫国》和《钟正南捉瘟蝠》两组作品。他
说，《保家卫国》以门神形象为基础创作，

“门神在民间传说中本来就是司门之神，用以
驱邪、镇宅、保平安、降吉祥。我给他们戴
上了口罩，对联上写着‘疫情不是开玩笑，
神仙也要戴口罩’，有点儿调侃的意味”。

此外，刘进潮还创作了钟南山的塑像。
他说：“我这段时间创作的作品和之前最大的
区别就是作品里融进了我的感情。特别是钟
南山院士，17年前他就曾身先士卒战非典，
如今，80多岁的他再次冲到抗疫第一线。他
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看到
有关他的报道，我多次被感动地掉眼泪。这
种感情，融入了我的作品当中。”

刘进潮从小深受泥塑艺术的熏陶，9岁就
开始接触泥塑艺术，利用一些碎泥料模仿泥
塑造型。上学后，他对素描、国画、书法的
兴趣尤其浓厚，并开始大胆地将传统美术技
法融入到自家祖传的泥塑造型当中。他在保
留祖辈泥塑技法基础上大胆创新，借鉴了西
方雕塑结构比例的科学精髓与严谨性，加之
他积累的写意与工笔国画功底，博采众长，
创作出了一批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精神风
貌的经典之作。他本人也被评为山东省工艺
美术大师。

□ 本报记者 赵琳

农家书屋在对接农民需求、在广大农村
开展主体性和常态化阅读活动方面发挥了很
大作用。疫情当前，全省逾10万家农家书屋
并没有停止运转。为阻止疫情在农村蔓延，
省委宣传部组织全省农家书屋工作者、书屋
管理员和文化志愿者，开展了“疫情防控·农
家书屋在行动”活动，利用网络平台和微信
工作群等，丰富数字阅读资源、宣传科学防
疫知识。

全家总动员为村民发放防护口罩、积极
参与村里的防控执勤工作、利用书屋的微信
平台发布各种防疫知识和通知、提供各种电
子阅读资源……近一个月来，“全国示范农
家书屋”、高密市冯家庄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单美华、李济远夫妇比往年更加忙碌。“少
出门、少聚集，因此书屋的常规工作少了，

但是我们作为农村书屋管理员、作为志愿者
该做的事却更多了。”单美华说，平时来书
屋的大多是村里的中小学生，聚在一起读书
看报，现在虽然不见面，但是跟孩子的家长
在网上沟通，孩子们读书的好习惯都坚持得
很好。

“书屋关闭不停运，继续服务广大农民，
我省各地农家书屋基本都做到了这一要
求。”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据介
绍，各地农家书屋工作者和书屋管理员纷纷
发挥“学习强国”平台作用，利用微信群、
朋友圈纷纷转发“抗‘疫’在行动”“在家就
医”“在家上学”“读书”等栏目，组织和发
动农民群众在线阅读，学习了解中央最新指
示精神和防疫常识，让“学习强国”平台在
农村扎根。农家书屋管理员还主动制作张挂
宣传标语条幅、协助村居（社区）利用“大
喇叭广播”“移动音箱巡回广播”等各种方
式，宣传各级疫情防控要求和防疫常识，并

积极配合村委开展信息收集、检查登记、卫
生清理等疫情防控工作。

有文艺和教学特长的农家书屋志愿者，
也积极主动投入到了疫情防控战斗中。

平阴县孝直镇孝直村文化志愿者谢良
栋，在线上创作快板书《非常时期赞英雄》，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防疫阻击战中的感人
事迹；泰安市东平县文化志愿者孙新，发挥
教师职业优势，在网络上打造“四维空中课
堂”，组织农村教师、学生和家长开展线上课
堂、线上辅导作业、线上阅读交流等活动，
让农村孩子们“停课不停学”；梯门镇山头村
农家书屋孙培华、颜建国等志愿者，专门成
立了“山头村农家书屋学习微信交流群”，开
展主题阅读、疫情防控宣传、作业辅导等活
动，成为村里永不闭门的“农家书屋”和孩
子们学习交流的“第二课堂”。

后台支持也十分给力。“山东省智能数字
农家书屋平台”维护单位山东爱书人传媒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凌冰介绍，他们协助主管
部门及时更新完善平台内容，专门上线“疫
情防控在行动”专栏，重点宣传疫情防控动
态，向农村群众推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
等相关内容。《协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
册》等电子图书上线后，阅读量激增。“同
时，平台进一步丰富适合农民群众阅读的电
子读物种类，为广大群众安心居家防控疫情
提供支持。”

曹县文化和旅游局为发挥好数字农家书
屋作用，广泛开展“全民战疫情，乐享书香
溢”线上阅读活动，同时专门开辟“数字展
厅”平台。

莒县文化和旅游局专门针对农民群众需
求进一步丰富数字书屋资源，及时转载疫情
防控重要新闻，宣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普
知识，免费提供读书看报、听书看视频等一
系列服务。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疫情当前，一方面要抓复工复产，另

一方面也要做好防疫防控。当活动范围十分有限的情况
下，有没有科学权威的健身指南？记者了解到，我省联
合国内体育专家通过网络推出11项《居家科学健身
法》，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科学健身18法全景挂图》
并在网上发布，供广大网友参考。

省文明办有关工作人员介绍，为引导疫情期间各地
群众居家开展健身活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队联合国内体育专家通过网络推出11项《居家科
学健身法》，在网上发布，广大网友可随时搜索参照。

“懒猫弓背”“四向点头”“靠墙天使”“壁虎爬
行”“蝴蝶展翅”……这些形象生动的动作解说词，都
来自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近日出版的《科学健身18法
全景挂图》。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介绍，《科学健身18法全
景挂图》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创编，国家体
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布，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主要涵盖了18个针对肩颈部、腰部、下肢关节和
肌肉科学运动的健身小妙招，这套覆盖全人群、科学有
效的健身方法，不受时间和场地限制，非常适合大家居
家及复工后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

“《科学健身18法全景挂图》可以通过网上平台购买
印刷版本，也可以从网络平台上搜索到相关信息，为广
大读者科学健身、健康生活提供参考。”该社编辑说。

□ 本报记者 赵琳

疫情当前，五莲籍京西皮影传承人王熙

牵头创作了多部皮影戏，形成《抗击疫情感
人故事系列》作品，搬上了网络荧屏，为
“逆行者”点赞。

疫情发生以来，王熙一直关注相关新闻
报道。她看到，84岁的钟南山院士大过年拉
着拉杆箱匆匆前行奔向武汉，73岁的李兰娟
院士每天只睡3个小时，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
多日没回家的护士刘海燕与前来送饺子的8岁
女儿流泪隔空拥抱……这些镜头，令她感动
不已。“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看到这些故事
忍不住流眼泪，就萌生了用皮影戏的艺术形
式，向一线医护人员致敬，并献上一份为武
汉和中国加油的祝福。”王熙说。

非常时期，创作新作品并不容易，制作
皮影最基本的素材在北京的剧院里没法拿出
来，小道具需要重新雕刻，钟南山院士的形
象需要设计，而过年放假，设计者分散在各
地。家里成了王熙和爱人林中华的工作室，

客厅成了他们的舞台，全家一起总动员。
创作团队不能集中排演，大家就通过

网络连接、远程协调制作。设计、透图、
雕刻、染色、装订、操纵、编排……很
快，一部以钟南山院士为原型的《最美逆
行者》皮影作品创作完成。最后，这部作
品拍成了视频、发布到网上，引网友纷纷
点赞，感动不已。

除此之外，王熙还创作了以李兰娟院士
为原型的《与病毒赛跑》，以护士海燕为原型
的《隔空拥抱》，以李文亮大夫为原型的《拯
救地球》，以日照医生为原型的《我要妈
妈》，以及《你的快递，来这里取》等皮影戏
作品，赞美抗疫一线的平凡英雄们；还有专
门做给孩子们看的《孙悟空大战病毒妖》
《八臂哪吒战病毒》等皮影戏科普作品。

这些皮影戏作品均没有配合唱腔，而采
用普通话念白、对话来配音，也形成了另类

的皮影风格。目前几部短剧已通过龙在天皮
影艺术剧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在网上。

王熙祖籍五莲，是中国民协皮影艺术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京西皮影第五代非遗传承
人、北京龙在天皮影艺术剧院院长。“疫情终
将过去，静候春暖花开。我们将继续用皮影
戏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王熙在电话
里告诉记者。

扫描二维码，可以通过大众日报客户端
观看王熙团队制作的皮影戏《隔空拥抱》
《你的快递，来这里取》《孙悟空大战病毒
妖》等三部作品。

全省逾10万家农家书屋“网上”抗疫

枣庄泥塑传承人妙手塑就“抗疫英雄”

王熙：用皮影戏致敬“逆行者”

□记者 卢 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2月21日，沂南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王长玉老师在家中通过网络教学生剪纸。
为丰富孩子寒假生活，剪纸非遗传承

人王长玉在家开设网上剪纸课堂，免费教
授学校30多名剪纸爱好者。近期的剪纸教
学以“抗击疫情”为主题，让学生在研习
剪纸技艺的同时，学习防疫知识，了解抗
疫前线白衣战士的感人事迹。

网上开课堂

剪纸助抗疫

刘进潮的泥塑作品《老村长喊话》

王熙在展示皮影作品

我省联合国内体育专家
推出居家科学健身法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2月22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委宣传部了解

到，中小学生春季开学在即，为加强中小学生的防护意
识，助力打赢疫情防控决定性战役，在省委宣传部和省
教育厅指导下，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教育产业部
和山东美术出版社联合策划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护知识挂图》，并通过山东新华书店集团向全省中小
学校免费发放。

据介绍，这套挂图旨在增强中小学生的防护意识，
采用防控知识口诀+手绘插图的形式，针对病毒防护、
心理疏导、生活习惯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通
俗易懂地展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相关防护知识，着
重讲解了正确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对中小学生
来说有效的防护手段以及在公共场合的注意事项。

“挂图这样的出版方式，便于在学校宣传栏等公开
场合张贴和悬挂，便于教师直观方便地开展疫情科普知
识宣传，也有助于中小学生集体接受疫情防控的科学知
识普及，有利于孩子们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防护
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山东美术出版社编辑介绍。

新冠肺炎防护知识挂图
免费向全省中小学校发放

□通讯员 刘云杰 郭蕾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疫情期间，待在家里的人们难免会无聊。

广饶县通过文化“空中课堂”，教授多种艺术课程，丰
富了群众的日常生活。

“空中课堂”公益艺术培训以广饶县文化馆“百姓
文化大讲堂”公益艺术培训优秀专业教师队伍作为授课
主体，为大家带来多种艺术门类的线上公益课程，课程
涵盖器乐、声乐、舞蹈、模特等。专业老师们以简单易
学的授课内容为主，到馆或者自行录制授课视频，经过
文化馆审核剪辑后，发布至“广饶县文化馆”微信公众
账号，以此推广线上课程。文艺爱好者在家根据自身喜
好，选择艺术课程进行学习。

截至目前，广饶县文化馆已发布的14期“空中课
堂”教学课程，课程收看点击量超过5000人次。“‘空中
课堂’打破了传统面对面授课方式，方便群众学习，增
强了群众文化服务力度，特殊时期发挥了很好的作
用。”广饶县文化馆馆长崔雯说。

广饶县文化“空中课堂”
添彩“宅”生活

□ 本报记者 王建

居家健身，需要的器材越简单越好，一根小小的弹
力带，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功效。

“用弹力带健身有很多优点。”山东体育学院副教
授、健美国际级裁判万发同介绍，“与别的健身器械相
比较，它价格低、用处大；锻炼的肌肉群多，如胳膊、
胸、肩、腰、背、腹、臀、腿等都可以锻炼到；动作变
化灵活方便且数量多；安全方便，如果家里没有，可以
网购。”万发同说，弹力带用于力量、健身和康复训
练，功效不逊于大型健身器材的。

万发同分享了一套包括7个动作的弹力带健身方
法，“在家找一个3-5平方米的空间进行，和家人一起
做，锻炼的气氛会更好。”

“在进行训练之前，要考虑好自己的训练目的。”
万发同说，训练目的不同，训练方法也要随之变化，这
样才能对机体产生不同的刺激，达到训练效果，“弹力
带的阻力大小不同，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阻力10
-30磅的进行。练习大力量就要选择阻力大的弹力带进
行多组数少次数（1-6次）的练习；练习肌肉围度就要
选择阻力中等的弹力带进行多组数、每组中等次数（8-
12次）的练习；练习耐力就要选择阻力比较轻的弹力带
进行多组数、多次数（每组20次以上）的练习。”

万发同最后提醒，使用弹力带健身要注意以下事
项：检查弹力带是否存在缺口、裂痕或小孔；定期更
换，若经常使用，1到2个月便需更换；使用时，不要佩
戴首饰或留长指甲，避免划破弹力带；对橡胶过敏的人
群，应使用不含橡胶的弹力带；训练动作尽量不要在眼
睛前进行，避免受伤；不要将弹力带过度拉长，一般拉
长不超过原长的3倍；远离儿童，确保安全。

扫描二维码，可以通过大众日报客户端观看弹力
带健身图文讲解。

小小弹力带，健身大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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