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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洋乐器与民族音乐巧妙融合，钢琴四手联弹《最
炫民族风》激扬响起，顿时以绚烂明快的节奏引爆全场，古
韵新声与琴键上的民族诗画完美结合，展现出钢琴艺术的
现代魅力……

这是 2月 5日在我市 2025“古风新韵·艺曲同春”艺术
沙龙中的一幕情景。作为活动协办单位，吕梁市钢琴协会
以精湛技艺，探索联通不同艺术的表现形式，为这场文化

盛会注入艺术共鸣的激昂活力。
在这场艺术沙龙的表演活动中，钢琴家们探索跨界融

合，以美妙琴音绘出时代新篇。除四手联弹《最炫民族风》
外，他们还跨越艺术交流边界，大胆创新多元形式，钢琴与
小提琴、民歌艺术家联袂演绎《人说山西好风光》，将西洋
乐器与山西民乐巧妙交织；市钢琴协会会长冯锦绣与市民
歌学会会长刘桂连，合作一首原创歌曲《西首秧歌调》，开
创出钢琴+民歌新范式，让传统民歌焕发时尚魅力。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协办单位，市钢琴协会精心策划
多个特色节目，协会会员与艺术界同仁们共同参与策划沙
龙中的文化艺术展示方式和节目，在呈现经典曲目中，积
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融通展示和交流碰撞。

协会会员在演奏节目中的活力表现，彰显了钢琴协会
传承与创新的双重追求。活动现场，琴键跃动与艺术展览
交相辉映，观众们静心聆听流动旋律，沉浸式体验琴韵华
彩的艺术境界。

琴键之上，跃动的是艺术家的赤诚之心；旋律之中，流
淌的是文化自信的时代强音。市钢琴协会会长冯锦绣表
示，协会将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推动钢琴艺术与本土文化
深度融合，用琴声讲好吕梁故事。下一步，协会将深化文
艺+科技传统+潮流探索，让钢琴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

瑞蛇舞动迎新春，山西省
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吕梁市
工艺美术大师、孝义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孝义剪纸传承人褚爱
云，以她精湛的剪纸技艺，为春
节献上了独特的贺礼。

她巧妙地将中国民间剪纸
艺术技法与拓片形式相融合，以
灵动的生肖蛇为主题，精心创作
了一系列剪纸作品。这些以蛇为
主题的剪纸作品，让人们在欣赏
艺术之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图为褚爱云
正在进行剪纸创作。李竹华 摄

“钢琴+民歌”走进新时代
————吕梁市钢琴协会协办吕梁市钢琴协会协办““古风新韵古风新韵 艺曲同春艺曲同春””艺术沙龙写真艺术沙龙写真

□ 文/图 本报记者 梁瑜

孝义褚爱云孝义褚爱云：：剪纸添福剪纸添福

归巢筑梦正当时，翘首以盼望君归。1 月 31 日，
正月初三，石楼县小蒜镇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中迎
来了一场温馨而意义非凡的返乡人员座谈会。此次
活动旨在搭建一个沟通交流、互帮互助、共谋发展的
平台，让返乡游子与家乡人民共叙乡情，共商发展大
计，携手开启共建幸福家园的新篇章。

当日，小蒜镇精心布置的会场内，大红灯笼高高
挂起，喜庆的对联映红了墙壁，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
庆和家的温暖。5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小
蒜籍返乡人员陆续抵达，他们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和期
待，欢聚一堂。

座谈会开始前，大家一同观看了两部反映石楼山
乡巨变的短视频《千年石楼等你来》和《发展奋进的石
楼》。视频中，石楼的山川美景、民俗风情、经济发展
等一幕幕场景跃然眼前，让返乡人员直观感受到了近
年来家乡的巨大变化。

“真是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家乡竟然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来自大庄村的苏元平感慨地说。他
2003 年离开家乡，一直在外企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2022 年创立了自己的餐饮公司——山西漠上羊餐饮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如今，他的餐饮连锁店已在太原
开了 16家。

座谈会上，气氛热烈而融洽。返乡人员纷纷踊跃
发言，讲述自己外出打拼的心路历程，分享在外创业
的成功与喜悦。

苏元平激动地说：“作为一名石楼土生土长的子
弟，我深感自豪。如果未来咱们老家有需要找工作学
技术的年轻小伙子，欢迎到我的公司来。烧烤是未来
餐饮的一个主要赛道，如果想开店当老板，也可以从
学习技术开始。另外，石楼有很多很好的特色农产
品，比如小蒜镇孙家庄村的‘孙小辣’辣椒酱以及蜂
蜜、小米等，我将会借助自己餐饮连锁店的影响力，对
石楼的农产品大力推广宣传。”

同为大庄村的任艳军，在上海一家外企担任特斯
拉电动汽车的业务主管。他秉持“走出去，带进来”的
理念，希望家乡的有志青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接受
外面的新事物。他说：“我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源。如果有机会，我愿意为家乡的
发展出一份力，帮助老乡们共同致富。”

小蒜村的李彦宏是座谈会上的另一位焦点人
物。他 1999年离开家乡，主要从事品牌策划设计等工
作，如今在太原拥有自己的公司。他凭借出色的设计
才华，先后为六味斋、汾酒、山西文旅、紫林醋业等百
余家企业和单位策划设计了品牌产品，多次荣获国际
设计大赛奖项。

“这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孙小辣’辣椒酱的
品牌名和产品包装出自我的手笔，我感到非常自豪。”
李彦宏感慨地说，“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美术和设计
经验，把咱石楼美好的蓝图绘制得更加美好！”

转角村的闫润平在新疆乌鲁木齐从事干果水果
生意，主要经营红枣、核桃等。他的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乃至国外。座谈会上，他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和
市场前景分析，引发了不少人的兴趣。

“我从事这一行业很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和资
源。”闫润平热情地说，“如果家乡有想干这一行的，我
一定会给予全方位的帮助，包括提供市场信息、技术
指导等。”

来自齐家庄村的兰建峰常年在临汾市从事运输
行业。他收到镇政府的邀请函后，特地赶回来参加此
次座谈会。他说：“感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与关怀，我
感到非常温暖。这次回来，我想多了解一些家乡的发
展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参与进来。”

“90 后”在外创业青年刘美丽是徐家裕村人。她
抱着学习的态度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她说：“作为一名
年轻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勇敢地走出去，接受外面的
新事物和挑战。但同时，我们也要时刻铭记自己的根
在哪里，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田家岔村的白龙龙从事白酒销售运营；高家岔村
的晋彦军专注于易经研究；贺家洼村的贺海元从打饼

子起家，现已成为知名的企业家……大家纷纷发言，
畅谈各自的成功经验和未来打算。

“此次座谈会旨在为各位游子搭建一个平台，让
大家唠唠家常、叙一叙各自成功的创业经验。通过座
谈会把咱们小蒜乃至石楼的农产品推介出去，把外面
成功的一些经验带回来，为咱们石楼小蒜明天的发展
贡献力量。作为大家的‘娘家人’，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服务好大家，做好外出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家乡
的父母亲人遇到困难可随时联系镇、村干部。”小蒜镇
党委书记任平儿说。

座谈会现场气氛融洽而热烈。大家秉持资源共
享、抱团取暖的理念，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学习。有的
探讨市场趋势，有的分享创业心得，有的提出合作意
向……现场一片其乐融融。

“这次座谈会让我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关怀。”
苏元平感慨地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回来看看，多参
与家乡的发展建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创造更
加美好的未来。”随着座谈会的圆满结束，返乡人员纷
纷表示将积极投身家乡的发展建设。他们相信，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小蒜镇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共筑家乡梦 携手创未来
————石楼县小蒜镇组织召开本地籍外出返乡人员座谈会石楼县小蒜镇组织召开本地籍外出返乡人员座谈会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通讯员 霍爱兰

▲ 市钢琴协会会员为演唱作精彩伴奏

▲ 返乡游子与家乡人民共叙乡情，共商发展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