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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曾经有提篮叫
卖彩纸“花样”的“花郎”。他们大多
来自湘西州泸溪县的踏虎村，叫卖的
各色“花样”不久便会被苗家姑娘绣
成苗家人衣物上的美丽“纹饰”。

这些“花样”是用刻刀在特制的
蜡板上“凿”出来的，因其源于踏虎
村，后来便有了很形象的名称——

“踏虎凿花”。
“根据可考资料显示，‘踏虎凿花’

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过去，因‘花
郎’们走来走去、穿村过寨的，所以这项
手艺只传男不传女。”“踏虎凿花”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杨桂军说，以前踏虎村有
一半人是“花郎”，他们靠此谋生。

直到一个叫黄靠天的踏虎村“花
郎”出现，“踏虎凿花”才逐渐从“生
活”走向“艺术”，而正式的文档记
载，也从黄靠天开始。

已故的黄靠天，原名黄明生，苗

族，12 岁起便开始学习“踏虎凿花”，
技艺娴熟精湛。20 世纪 80 年代起，他
的一系列作品频频在国际上展出，引
起外界关注，自此，“踏虎凿花”这项
泸溪县特有的苗族民间传统手工艺，
才真正走出深山苗寨，闻名海内外。

2008年，“踏虎凿花”入选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杨桂军便是黄靠天的亲传弟子。
在泸溪县踏虎凿花传习所里，他和弟
子们用一把刻刀、一块蜡板、一沓彩
纸，传承着这项精美绝伦而又技法复
杂的工艺，纸屑纷飞中，一张张精美
的“凿花”作品便在刀尖下诞生。

“很多人误认为‘踏虎凿花’是
‘剪纸’，但其实并不是。整个工艺流
程都是用刻刀完成，而不是用剪刀剪
出来的。”“踏虎凿花”州级代表性传
承人李铁骑介绍，“踏虎凿花”又被称
为“不用剪刀的剪纸艺术”。

如今，苗寨里已听不到“花郎”

的叫卖声，踏虎村的人也不再靠卖
“凿花”谋生，曾经的“花郎”成为历
史陈迹。而“传男不传女”的古训，
也被越来越多的女学员彻底打破。

2009年，泸溪县成立踏虎凿花传习
所，为了进一步保护和传承这门宝贵的
手工艺，当地开展非遗“走进机关、走进
校园、走进农村、走进社区”活动，营造
出深厚的非遗文化氛围，至今，已传承
培训 12000 余人次，帮助 3700 多人实现
就业新途径，增加了收入。

春 节 期 间 ， 记 者 来 到 “ 踏 虎 凿
花”的发源地踏虎村，黄靠天的堂侄
孙、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永红正在他
自己的一间小小的“工作室”里忙着。

刻刀在垫着蜡板的彩纸上划过，
沙沙有声……最终，随着黄永红吹去
残留的细碎纸屑，十几只红蓝色的可
爱“小老虎”便轻巧地跳了出来……

（新华社长沙2月8日电 记者张
玉洁、赵众志、余春生）

新华社北京2月 8日电 （记者
孙楠） 就立陶宛外长有关涉华言
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8 日说，
所谓中国“胁迫”立陶宛的说法纯
属无中生有，立陶宛应纠正自身错
误，停止混淆是非，更不要妄图拉
拢其他国家联合反华。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
吉斯正在访问澳大利亚。他在访问
前接受采访称，此访主要议题是立
澳如何互助，应对中国“胁迫”和
贸易制裁。兰茨贝尔吉斯10日还将
在澳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表
题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遭受攻

击：以乌克兰及台湾为例”演讲。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立关系出现问题，是非曲直
十分清楚。”赵立坚说。

他说，中方为维护自身正当权
益和国际公理作出正当反应，完全
合理合法。中方一贯按世贸组织规
则行事，所谓中国“胁迫”立陶宛
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

赵立坚说，立陶宛应正视客
观事实，纠正自身错误，回到坚
持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的 正 确 轨 道 上
来。“立陶宛应停止混淆是非、恶
意炒作，更不要妄图拉拢其他国
家联合反华。”

外交部正告立陶宛不要妄图
拉 拢 其 他 国 家 联 合 反 华

妙趣横生云端赏，四海同乐贺新春。虎年
春节，通过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文化活动，无
论是在家或就地过年的群众，还是封控区居
民，都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年味。

“云”上传祝福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老虎，或威风凛凛，或
憨态可掬。它们在新春备受青睐，传递着诚挚
的新年祝福。

大年初七，河南省鹿邑县文化馆内热闹非
凡。在直播镜头前，非遗项目观堂剪纸代表性
传承人梁加付正表演剪纸艺术。梁加付手指翻
飞间，一张张红纸在剪刀下变成了一只只活灵
活现的“小老虎”，让人啧啧称赞。

“受疫情影响，今年我们把舞台从线下搬
到线上，避免人群聚集。”鹿邑县文化馆馆长
高囡说。

“每年国庆、春节等重大节日，我都会创作
一些与节日相关的作品，烘托节日气氛。”梁加
付说，虎年春节，他创作了 100 幅以生肖虎为
题材的剪纸作品，喜迎虎年的到来。

面对镜头，西安中国画院画家王春良缓缓
下笔，三只威风凛凛的老虎跃然纸上。正月初
一，一场“如虎添‘艺’福到万家”美术创作
鉴赏直播活动将虎年的祝福传递给千家万户。1
月 25日至 2月 15日，西安中国画院举办 6场直
播，将年俗文化与传统书画相结合。

“原来金橘还有吉祥招财的寓意！”参与线
上游戏后，山西省太原市小学生薛子晨惊喜地
说道。逛花街观年花，游灯市猜灯谜。虎年春
节，太原市很多小学生参与了山西省图书馆推
出的“云上新年游园会活动”，活动将民俗知识
制作成有趣的互动游戏，让参与者在玩耍的同
时记住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

天津市各级文化单位和广大文化文艺工作
者推出一系列戏曲、朗诵等作品，在线发声，
让文艺作品以另外一种形式润民心。

就地过新年

处处红灯，千家笑语。
就地过年不影响精彩新春。除夕，一场充

满年味的“文化进万家”新春文化慰问活动在
天津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的
留学生和外籍教师欢聚一堂，体验古琴、京剧
脸谱、杨柳青木版年画等非遗文化。

今年是来自葡萄牙的伊丽莎在天津过的第
二个春节，也是她来到中国的第四个年头，为了
求学，她不得不和家人暂时分离。“中国的春节文
化让我倍感温暖，我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准备
分享给家人和朋友。”伊丽莎开心地说。

“首先，我代表我的家人向孔奶奶的到来表
示热烈的欢迎……接下来，咱们的‘家庭春
晚’正式开始……”西安市高陵区的王康政将
独自在家的邻居孔菊梅接到自己家中一起过
年，还一同表演了“家庭春晚”。

通过“i 高陵”和“文化高陵”微信公众
号，这场“家庭春晚”走出“小家”，呈现在

“大家”面前。“2022年春节，在‘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中，高陵区引导就地
过年的群众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家庭春晚’，在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网络平台展示。据不完
全统计，浏览量超过了 18 万人次。”高陵区文
化馆馆长甄陵说。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
联是春节的传统习俗，春联中凝结着中国人心
中的美好愿景。

为迎接虎年新春，鹿邑县文化馆邀请河南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鹿邑县书法家协会主席团
成员等，为一线抗疫工作者书写并赠送了行草
隶篆等各种字体、风格各异的春联，致敬最美
抗疫者，向他们送去新春的问候和祝福。西安
中国画院的画家们也创作了 100 副春联、30 幅

“福”字和 10 幅剪纸送给春节期间留守在西安
城市建设一线的工人们。

民族特色浓

“听 我 说 谢 谢 你 ， 因 为 有 你 ， 温 暖 了
四 季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三位身穿民
族服饰的小女孩一边弹奏着天琴，一边唱起
了歌。春节期间，为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广
西民族博物馆举办虎年春节系列活动。壮族
民歌、二胡演奏、独弦琴弹奏……系列民族
表演吸引不少观众驻足拍照。

来自法国的鲁·罗曼也带着儿子走进博物
馆，开启了一次同历史、民族文化的对话之
旅。“我很喜欢博物馆，这是我第二次带儿子过
来参观，在这里能了解很多中国的民族文化。”
鲁·罗曼说。

一张张少数民族服饰图片、一条条颇具民
族特色的壮锦……在民族文化陈列展厅，鲁·罗
曼目不转睛地看着少数民族服饰。“每个民族都
不一样，但大家互相尊重、相处和谐。”鲁·罗
曼说，他在民族博物馆进一步感受到各民族群
众“亲如一家”“和而不同”。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消退，温暖在新春悄然
蔓延。与奥密克戎病毒“硬刚”20多天后，天
津的壬寅虎年春节更显珍贵。

春节前夕，天津市津南区居民齐子健收到
了天津北方演艺集团赠送的“中国梦”新春礼
盒，内有春联、“福”字、窗花、红包、台历、
吊钱儿、灯笼等文化用品。

“我们小区是天津本轮本土疫情的封控区，
人出不去，快递也进不来，大过年的想把家里
布置一下也没办法。这礼盒太棒了，非常及
时。”齐子健说。

为了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喜庆
的春节，营造安定和谐、全民同乐的节日氛围，天
津用国旗、中国结、传统造型灯笼、树挂串灯、实
景造型等扮靓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8 日电 记者李紫
薇、黄庆刚、蔡馨逸、周润健、翟濯）

春风送新景 文化暖民心
——特殊春节里的中国年

（上接第一版）
“真是倍感振奋！总书记勉励我们，在过去成绩的

基础上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朝前发展。”万小英把记者
领到一面展板前，“当时总书记看这个柱状图可仔细
了。里面有个数据，2019年三明人均医疗费用1734元，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最新数据又降了，1678元！
可别小看这几十块钱，群众能少负担一点是一点。”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省”

沙县区有个松林村，户籍人口 1700 多人，几乎
人人都存着彭健康的手机号。每天都有村民来找老
彭拿药，顺便量血压、测血糖。有行动不便的老病
人打来电话，老彭骑上摩托就去送药。

在松林村，头疼脑热，村民找老彭，严重了就
转乡镇卫生院，实在不行再送县市医院。“大病不出
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
总书记提出的目标正在三明逐步实现。

除了看病，老彭现在工作的一个重点，是对村民
进行健康管理，包括宣传健康知识、跟踪身体状态、监
护用药等。老彭说：“村民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

老彭是村医，三明医共体的神经末梢。在沙县
区的医共体中，总医院是顶端，下辖 12 个基层分
院，也就是之前的乡镇卫生院所，基层分院负责管
理128个村卫生所。

有了资源下沉、触角广泛的医共体，总医院就

可以远程问诊。“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省”，“县里
的专家村口看”，2021年沙县区总医院开展远程视频
会诊 105批次，接诊病情控制欠佳的慢性病患者 925
人次，为基层同步影像诊断1.4万人次、心电诊断近
1.7 万人次。用村民林木英的话说，“从前看病是麻
烦，现在看病很方便。”

村民健康档案也能第一时间上传到总医院健康
管理中心。有了健康数据，“治未病”就有了基础。

2021 年，沙县区总医院找来第三方机构，为全
区 5000 多名 40—60 岁的重点人群进行肠癌早期筛
查。筛出的高风险人群，医院免费做肠镜检查。依
托医共体高效的组织体系，不到2周，这项公益性肠
癌早筛就全部完成。区里开“两会”，有人大代表跑
来找万小英询问：这样的公益医疗服务，下回能不
能让在外务工人员也享受到？

一年来，借助信息化手段，沙县区总医院还筛
选出曾因肺炎住院的 60岁以上老年人，为其免费接
种肺炎疫苗；开展儿童过敏原筛查，避免孩子因某
物过敏引发支气管哮喘；针对起早贪黑的小吃从业
者，总医院还开展生化、B 超等常规项目的免费体
检，并送上 50周岁“健康大礼包”……从“治已病”到

“治未病”，沙县区总医院的探索既走心又暖心。
“对医生来讲，大家少得病、晚得病乃至不得

病，那才高兴。”万小英说，“总书记要求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我们的事业，就是总书记说的那个

‘1’，这是多么光荣的使命！”

踏虎觅“花郎”“凿花”技艺高

近日，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近百万亩油菜花相继开放，吸引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感受春天的气息。
图为2月7日，游客在罗平县的油菜花田里游玩。 毛 虹摄 （人民视觉）

油菜花开醉游人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近日引爆购买潮，导致“一墩难
求”。位于江苏省启东市的一家特许生产商加紧生产，保障冬奥会特许
商品的供应，努力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图为2月8日，工人在车间
里忙碌。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近日，南方电网贵州贵阳白云供电局青年志愿者到贵阳市白云区
牛场乡小学开展“知爱行善，冬季暖心”主题活动，给留守儿童带来
了一节生动的电力小课堂。图为志愿者和小朋友们开展互动。

李 波摄

本报北京2月 8日电 （记者刘
阳） 虎年伊始，中国电影市场表现
亮眼。来自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
示，春节长假 7 天，全国电影票房
60.35亿元，位居历史同期第二。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电影市
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创下了
令人欣喜的佳绩。

2 月 1 日农历正月初一，电影市
场就交出了14.54亿元的成绩。春节
档的8部影片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

《狙击手》3 部影片构成的新主流电
影梯队。截至大年初六，3部新主流
电影市场占比达 57.38%，相关话题
在各大热搜榜单上占据重要位置。

除了电影供给侧的良好表现，
中国电影市场现有的 8 万余块银幕
也为春节期间电影市场的繁荣提供
了强大的硬件支撑。当前，中国是
全球银幕数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
最大的电影市场。春节期间，遍布
城乡的大小影院成为人们走出家门
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选项。

春节档电影票房超60亿元
位居历史同期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