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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独具慧眼的手艺人，普
通的树桩、石头，在他的改造下
能“化腐朽为神奇”；他是扎根基
层文化事业的志愿者，他将家国
情怀融入自己的作品，传承红色
文化，讴歌美好时代……他就是
迎江区新河街道党员志愿者汪
泽江。

在迎江区新河街道曙光社区
趣缘活动室，各类奇石、根雕、烙
画、书法、剪纸等作品令人目不暇
接。每周三和周六下午，都有不
少社区居民来交流参观。“汪老每
隔几天就和我们分享作品，最近
展示的根雕与石雕相结合的作品

《江豚》真是惟妙惟肖，跟着他见
识了很多新作品，听了不少老故
事。”居民陆昌琼说，汪老把社区
活动室打造成文化展示平台，大
家都喜欢在这里相互交流、切磋
技艺。

今年 78 岁的汪泽江参过军，
上过抗美援越的战场，退伍后在
安庆326地质队工作。“我家五代
都是篾匠手艺人，参军之前就是
靠手艺吃饭。退伍工作后，长期
的地质工作经历，让我对奇石、树
桩等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汪泽江
说，利用闲暇时光打磨各种石头
与根雕作品成为他多年以来最大
的兴趣爱好。从 2012 年至今，他
创作的作品多达 300 件，内容多
样、造型各异。

2018 年，退休后的汪泽江成
为了社区文化站的志愿者，老人
有了更多的时间打磨自己的作
品。他告诉记者，其最擅长的根
雕作品大都取材于自然界的各类
残破树根，根据其在岁月中形成
的嶙峋、皱褶、疤眼、洞穴等残缺

特征，结合原始材料的形态进行
艺术创作，最终使得作品栩栩如
生、活灵活现、寓意深刻。其中

《庆祝建党100周年》《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江豚》等作品，更是
表达了汪老对根雕艺术的执着追
求和对祖国的热爱。

2021 年“七一”前夕，有着 55
年党龄的汪泽江在一次山上“寻
宝”的过程中，发现一个老树根的
弯度很像镰刀，于是带回来，经过
去皮、清洗、打磨，历时近一个月
完成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作品。“作品得到了大家的
认可，后来还获了奖，被很多单位
借去展览。”汪泽江说，从那时起，
越来越多的身边人愿意倾听他与
作品背后的故事。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汪老外出“寻宝”的次数少了很
多，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活动
室，翻阅老物件，打磨新作品。

“你们看，这是我们多年前收藏
的一块黄大石，如今色泽和纹理

更耐看了些。”4月3日下午，汪
泽江在社区活动室里跟其他几位
热爱文艺的居民交流着。有人提
议汪老将这块黄大石打磨成一件
生肖作品，汪老点头认可，起身很
快从一堆树桩中找出一件造型细
长弯曲的树根，三两下功夫将石
头与树桩契合到一块。“有了这个
龙形树桩的衬托，生肖工艺品的
造型感就更强了。”汪老很满意
大家的建议，打算尽快完成这件
作品。

在趣缘活动室另一侧墙上，
还张贴着书法、灯谜、剪纸和布贴
画等作品，这些都是由其他热心
居民创作的，从历史故事到成语
解释，从人文景观到社会公德教
育，作品题材涉及广泛。在汪泽
江的带领下，现如今，社区多才多
艺的居民越来越多。活动室还经
常举办书法、绘画交流会，书画爱
好者免费向社区居民传授书画技
艺。社区居民汪长才是灯谜爱好
者，他也经常通过社区活动室的
平台，和居民们分享灯谜方面的
知识。“大家聚在一起开展互动，
交流心得，放松了心情，愉悦了身
心。”汪长才说。

定期和社区居民交流分享经验、切磋技艺

老党员用作品讲述时代故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通
讯员 杨卓燕）3月21日，在宿松县陈汉
乡朱湾村的现代化智能羊肚菌种植大棚
里，一簇簇羊肚菌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
出。放眼望去，丰盈饱满的羊肚菌长势
喜人。十多名村民提着小篮子、拿着小
弯刀穿梭其间，动作娴熟地采摘着成熟
的羊肚菌。

“朱湾村拥有两个羊肚菌种植大棚，
分别是2022年建成的3000平方米大棚
和2023年建成的3500平方米大棚，均为
现代化智能大棚。”朱湾村村主任张宋玉
说，“今年已经开采的是 3500 平方米的
大棚，自3月6日采摘以来已采了三茬，
1600 多斤。目前新鲜采摘的羊肚菌市
场价80元一斤，晒干的市场价格在300
元至600元不等。”

羊肚菌属于低温高湿性真菌，对生
长环境的要求较高，必须在低温高湿的
环境中才能生长。朱湾村党总支书记梅
国荣告诉记者，“我们村第一书记兼工
作队队长陈钰铭是安庆市联通公司的
驻村帮扶干部，为了保证羊肚菌的品
质，在建设羊肚菌大棚时，陈书记就开
始考虑利用联通公司信息技术优势，安
装智慧大棚管理系统，通过电脑、手机
远程控制大棚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
化碳、通风等。”智慧大棚管理系统不仅
满足了羊肚菌生长对条件的“高要求”，
还克服了现有农村劳动力不足，节约了
人力成本，“科技范”十足。

“羊肚菌的经济效益非常不错，今年
村里两个智能大棚预计采摘羊肚菌
3000 斤，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20 万元左
右。等羊肚菌全部采摘完我们再换种蔬
菜，预计可增收 3 万元，土地亩产效益
大大提升。”陈钰铭说，今年，朱湾村将进
一步扩大羊肚菌种植规模，充分利用现
代化智能技术，启动3500平方米智能化
大棚三期建设，助力朱湾村羊肚菌产业
做大做强，助力乡村振兴。

朱湾村的“数字蘑菇”

汪泽江的部分作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