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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

在山东临沂的蒙阴县，一位
52岁的农民大姐吕玉霞，因在田
间地头创作“土味诗歌”而火遍
全网。她以“沂蒙二姐”之名，用
质朴的语言记录农耕生活的点
滴，用诗意的笔触唤醒人们对乡
土的热爱。她的故事，既是个人
命运的逆袭，也是乡村文化振兴
的生动缩影。

吕玉霞出生于沂蒙山区一
个普通农家，15岁因家境贫困辍
学，16 岁进入棉花厂工作，首月
工资仅48元，高强度劳动曾让她
累到哭泣。为了生计，她摆过地
摊、做过小吃，但均未成功。生
活的重压下，她却始终保持着对
文学的热爱：初中时受语文老师
启蒙背诵诗歌，工作后省下一半
工资订阅书籍，甚至在机器旁抄
写《红楼梦》的经典语句。

2022年，吕玉霞开始尝试短
视频创作，独自完成文案、拍摄
与剪辑。她的创作灵感源于田
间劳作：清晨采香椿时的山野风
光、春雪覆盖麦田的静谧、秋日
丰收的喜悦……这些画面被她
用手机记录，配以充满哲思的诗

句。2023年，一段采摘香椿的配
诗视频意外获数百万点击量，从
此开启了她“田埂诗人”。

吕玉霞的诗句没有华丽辞
藻，却充满乡土的生命力。她把
春雪比作“老天爷撒的糖霜盐”，
将春天视为“花红柳绿的宣言”，
瓜果则是“日月轮回的星辰”“土
地酿成的酒坛”。她的创作扎根
于土地，如《瓜》一诗中，瓜不仅
是作物，更是祖辈脊梁弯成的

“古桥”、母亲指尖沾满的“花粉
与星光”，将农耕文明与自然哲
学融为一体。

吕玉霞的走红，打破了“农民
与文学无关”的偏见。她的诗句
让都市人重新审视乡土的价值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田
园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心灵的
归宿。正如网友所言：“她让天
光、岁月和田野都变得美好。”

这位农民大姐的故事，印证
了“诗意不在远方，而在脚下”。
她用锄头耕耘土地，用诗句耕耘
心灵，在泥土与文字的碰撞中，
书写了属于新时代农民的传奇。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农民大姐在田园作诗火了

众所周知，短视频平台上总是会掀
起一轮又一轮“奇奇怪怪”的行为艺术热
潮，比如在2025年3月，“八步赶蝉”就挺
火。所谓“八步赶蝉”，顾名思义，是八步
之内赶上飞行的“蝉”，想来是一种很难
练的武功。

作为一个讲故事的栏目，我们不了
解功夫，但是说到“八步”二字，我们讲故
事的DNA难免又动了。

旧闻：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 1363年，长
江又一次被呛人的硝烟所笼罩。

当六十艘包着七寸铁甲的战舰下
水时，绵延四十里的船队把长江里的
鱼都惊了——这哪里是水师？分明是
江面上长出了一座会移动的钢铁堡
垒！船与船之间架设的木板通道上，
士兵竟能策马而过。看到这些，陈友
谅不禁露出志得意满的微笑，一如
1155年前的曹丞相。

那个七月，突然响起的震耳欲聋的
战鼓声时，沿江滩涂上觅食的飞鸟仿佛
听到有人在说“还吃，收你们来了”，纷
纷远避。

“好你个陈九四，说好的冷兵器时代
呢？你丫整出个航母战斗群？”面对陈友
谅的四面锁江舰队的压迫，见惯了大世
面的朱元璋也恨不得像那些鸟儿一样，
生出翅膀来。不过，那并不可能，当旗舰
无可避免地走向沉没的时候，他飞不走，
只得纵身跃入轻舟，将生的希望和无限
未来，交给那些用身体挡住穿心箭的同
时还在奋力划桨的亲卫。这一划，就从
长江，一路划到菜子湖。

“上位，前面就能上岸了！”
眼瞅着船板上已经插满了箭矢，活

像只刺猬，等船靠岸是来不及了，朱元璋

扑通一下跳进了菜子湖。湖里鱼虾们集
体震惊了：这“真龙”入水，也不过如此
嘛。

浑浊的浪涛中，朱元璋的战靴深深
陷入淤泥。他忽然想起儿时在皇觉寺听
过的偈语：“七步堕修罗，八步登凌霄。”

第一脚踏碎贝壳的脆响，第二脚带
起缠绕的水草，第三脚惊走银色鱼群
……每一步都似在与无形之力角斗。当
第八步踏上湖岸时，阳光恰好刺破云层。

“朱重八这是充值了？怎么还带水
下变身的？”当参与追击的将官讲述那一
刻的情景时，陈友谅的心，那是“拔凉拔
凉”的啊。

故事的结局就是真实历史了，在鄱
阳湖水战中，陈友谅的铁索连船遭遇火
攻，大败。这位元末农民战争的重要领
袖被流矢击中，不久去世。

陈友谅会不会怪罗贯中，怎么不早
点把《三国演义》写出来呢？毕竟 1363

年，罗贯中已经三十多岁了。那不会。
或者说，可能搞反了因果关系。曾在吴
王张士诚手下当官的罗贯中，作为那段
历史的亲历者，对鄱阳湖水战的细节自
是非常清楚。写久远的赤壁之战时，他
很难不参考眼前的故事，挪用一些元
素。说不定当年人家曹操根本就没有中
什么连环计，陈友谅才是铁索连船的第
一个受害者……

寻踪：

回到现实。在朱元璋与陈友谅一较
高下的那段时间里，作为军事重镇的安
庆，长期处于前线，所以，熟悉安庆民间

故事的朋友一定知道，朱元璋在安庆各
地被追杀了无数次，“八步脱险”不过是
其中平常的一次。

那么这个故事又是哪里的人民群众
创作的呢？故事中提到的菜子湖，那自
然是沿湖村庄……好了不卖关子了，就
在宜秀区杨桥镇鲍冲湖村。如果沿着
G347经过这里，大概率会在路边看到这
样一句宣传标语：“古驿十八步，毓秀鲍
冲湖”。这句标语，便给出了答案。

事实上，今天的鲍冲湖村，有一部分
原本叫作八步村。而八步村，来源于叫
作十八步的驿站，即所谓“古驿十八步”。

看到这里，聪明的读者一定发现
了，上面故事编得有缺陷，朱元璋“八
步脱险”显然走得少了，应该走十八步
才对嘛……

相对于民间为朱皇帝所创作的传
奇，“十八步”地名由来的另一种说法就
朴素很多。

3月 14日，鲍冲湖村党总支书记张
益向记者讲述了另外一个说法：“十八步
所在地是和县、庐江、枞阳等地通往安庆
的必经之路，在古代官方设有驿站。因
为有驿站，此地逐渐形成了街市，有十八
个铺面，生意兴隆，故得名十八铺。”大概
是因为当地方言中“铺”与“步”读音接
近，“十八铺”逐渐演变为“十八步”，后又
简化为“八步”。

如果有朋友想到鲍冲湖村打卡“朱
重八八步脱险”，一定不要错过不远处的

“毓秀鲍冲湖”。鲍冲湖是一处3A旅游
景区，而且是不要门票的那一种。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鲁大雅

陈九四四面锁江 朱重八八步脱险

本报讯 3月13日，在怀宁
县马庙镇南山村传拓民俗馆，
马庙枫林中心学校的10多名学
生来此开展研学，深入了解拓
印传统技艺，感受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

“同学们，先把纸张轻轻覆
盖在拓版上，注意别让纸张出
现褶皱，要确保它与拓版紧密
贴合。接着轻轻按压纸张，让颜
色充分渗透，这样拓版上的图案
就能清晰地印到纸上。”在南山
村党总支书记丁育庭的指导下，
孩子们开始尝试自己动手拓
印。他们认真地将宣纸铺在碑
刻拓片上，用拓包蘸取适量的墨
汁，轻轻地在宣纸上拍打，逐
渐呈现出碑刻的图案和文字。

“通过拓印这一传统技艺，
可以近距离感受传统版画的魅
力，还在创作中传递了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亲手体验过后，
五年级小学生胡小雨高兴地
说。校长丁玉芳更是感触良
多：“这不仅让孩子们直观地感
受到版画的魅力，还增强了他
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
认知，引导青少年从小就关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他们
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
者、传承者和传播者。”

据了解，拓印，是使用宣
纸和墨汁，将碑文器皿上文字
或图案清晰拷贝下来的非凡技
艺，是记录中华文化的重要文
献载体。

“拓印是我国一项古老的技
艺，距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

这一技艺的出现对我国碑刻、
雕刻、雕塑等大量艺术品的保
存、流传、研究有着重要意
义。目前，拓印已被纳入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印术，旧
时也称蝉蜕术，是我国古代最
早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印刷技
术。具体来讲，就是将纸紧覆
于碑刻、青铜器、甲骨、陶瓦
器、古钱币等器物上，采用墨
拓手段，把上面的字体、图
形、纹饰拓印在纸上的一种技
术，相当于古代的复印机和照
相机。”丁育庭介绍说。

2024初，南山村投资100多
万元建成“南山传拓民俗馆”，
建立家谱方志陈列专柜80平方
米，收集姓氏家谱 5000 余册，
地方志250部。同时引进拓印非
遗文化传承人丁当，发展非遗
金石拓片书画艺术品，在传承
技艺的同时，并通过线上线下
进行拓片书画艺术品销售，近
一年时间销售拓片书画作品
2100余幅，价值接近50万元。

为进一步发挥传拓民俗馆
的文化功能，南山村将村集体
产业与文旅融合，依托南山部
落农家乐，打造了集休闲、娱
乐、餐饮、垂钓为一体的生态
旅游路线。“我们将举办一系列
活动，让市民游客亲身体验拓
片制作技艺，更加深入地了解
古代石刻艺术的魅力和文化遗
产的重要性，让拓片制作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地传
承和发展。”丁育庭说。
（通讯员 檀志扬 马玫瑰）

体验拓印技艺 感受非遗之美

本报讯 3月 14日，望江县
长岭镇银杏村以“文化惠民·送
戏下乡”活动为契机，创新形式
将群防群治、反诈宣传、防溺水
等重点工作有机融入，为群众送
上了一场“平安文化大餐”。

黄梅戏韵，唱响文化振兴
主旋律。《女驸马》《皮秀英告
状》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黄
梅戏经典唱段轮番上演。演员
们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唱
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村民
王大姐感慨：“没想到老戏文还
能这么有趣，我的孙女也跟着
学起了水袖动作！”

活动现场，银杏村两委、

网格员、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
折页、悬挂横幅标语等形式，
向群众详细讲解平安建设政策
法规。工作人员结合近期案
例，重点宣讲反诈“十个凡
是”、防溺水“六不”等实用知
识，现场解答群众咨询20余件。

“现在村里有了‘红袖标’
巡逻队，晚上出门都觉得安
心。”村民李叔指着宣传展板上
的群防群治成果图说。据悉，
该村今年以来通过网格化管理
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0余起，群
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极大提升。

（通讯员 王辉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戏韵传乡促振兴 群防群治护家园

“古驿十八步”所在的鲍冲湖村今貌。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鲁大雅 摄

本报讯 近年来，太湖县刘畈乡深
挖本土红色资源，结合青少年成长需
求，通过多元化的课程设计与实践活
动，将思政教育融入校园、浸润乡土，
为乡村学子厚植家国情怀、坚定理想信
念注入强劲动力。

刘畈乡依托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
址等红色教育基地，构建“行走的思政
课”。通过选拔培养“小小讲解员”，组
织学生在节假日为游客讲述革命历史，
如“刘司令教做棉衣”“升米斗情”等

本土红色故事，让青少年在讲解中感悟
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此外，该乡
定期开展“思政教育进校园”活动，邀
请“红色薪火”宣讲团以图文并茂的形
式讲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引导学生从
历史中汲取力量，树立“听党话、跟党
走”的坚定信念。

刘畈乡打破传统课堂界限，以“体
验式+互动式”教学激发学生兴趣。该
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学校开展红色
手工实践活动，组织幼儿园儿童缝制

“红军小挎包”，通过动手实践深化对革
命精神的理解；在小学阶段，结合黄
梅戏、书法、非遗陶笛等传统文化开
设特色公益课程，将思政教育与艺术
熏陶相融合，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
同时，该乡团委通过举办红色旅游讲
解员大赛、主题班会、诚信宣誓等活
动，以赛促学、以行践知，推动思政教
育入脑入心。

刘畈乡还注重整合多方资源，形成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合力。省

青基会“希望乐园”项目在刘畈村落
地，通过“红色工坊”“希望讲堂”“暑
期夏令营”等活动，为留守儿童提供品
德培育、心理健康等多元化服务，补齐
乡村思政教育的实践短板。此外，乡党
委联合文化站、妇联等机构，打造“周
末剧场”“文化夜市”等惠民活动，播
放红色影片、组织非遗展演，将思政教
育延伸至家庭和村组，营造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良好氛围。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以红色文化书写育人新篇章

本报讯 今年最新一期 《今古传
奇》发表作家储刘生中篇小说《海涛的
爱情故事》，这也是他去年继《月儿弯
弯》之后在该刊发表的第二个中篇。

《海涛的爱情故事》又名《拼凑婚
姻》。小说以海涛的爱情为主线，展现了
婚姻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在
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下，爱情和婚姻往往变得复杂而无奈，人
们可能会为了生活的安稳、后代的发展
等而选择“拼凑”婚姻。同时传达了底层
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渺小与无奈，也展现
了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而做出的努力和奋
斗。海涛虽然在人生道路上有过迷茫和

错误，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更好生活的
追求，体现了一种坚韧的精神。

一边发表小说的同时，还一边发明
专利。储刘生是岳西县的一名茶叶种植
大户，是一名新型职业农民；同时也是
宿松县一家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经
理，身份繁多。他辗转半生，跨越多个
省市，从事了十余个行业，唯一不变的
是，多年来，他笔耕不辍，用诗歌、散
文和小说写意人生。储刘生陆续创作长
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诗歌累计约
一百万字。2024年储刘生被安徽省作
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2016年，储刘生回到家乡岳西，参

加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注册了岳西县
乡里香馨农园土特产经销店，种植销售
茶叶，开发特色农产品，期间在《科学
种养》《农村百事通》《农产品加工》
《农村新技术》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储
刘生因此进入安庆市标准化专家库，安
庆市首期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监督员，安
徽省首期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监督员，安
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维权援助专家库
第一批入选专家，宿松电子信息行业商
会副秘书长，宿松县电子元器件产业协
会理事，宿松县新联会副会长等。储刘
生发表科技核心学术期刊及农业类期刊
论文10余篇。申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4件，发明专利15件。2017年储刘生
家庭荣获安庆市“最美农家称号”，
2018年储刘生被提名安徽省“江淮工
匠”，2019年储刘生荣获安徽省“五一
劳动奖章”。除了长篇散文 《永不停
歇》，长篇小说《蜕变》，中篇小说《阿
呆与茶》《找回自己就是幸福》《方寸
心》等。储刘生还有诗歌、散文分别在
《中国应急管理报》《安徽经济报》《安
徽工人日报》《安徽商报》 等报刊发
表。2022年荣获宿松县第二届文学艺
术优秀奖，2024年荣获今古传奇第十
一届优秀小说奖。
（通讯员 司舜 全媒体记者 许娟）

农民储刘生：一边发表小说 一边发明专利

3月11日，宿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组织家长观看交通事故图片展。

宿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隘口
派出所深入校园，对接送学生家长开
展法治宣传和交通安全教育，普及车
辆接送学生安全常识，为校园安全增
添了一份保障。

通讯员 李政平 摄

交通安全宣传

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