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李艳 校对 白颖凯

晚报版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2024年 12月 18日 星期三4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李艳 校对 马腾越

社会专刊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2025年 6月 18日 星期三 社 会

本报讯 （记者 高茜） 近日，离石区
城北街道尉汾路社区精心策划了“‘爸’
气十足 超级英雄日”主题活动，这场活
动在期待与欢笑声中拉开帷幕。

“我们此次活动分为室外关注新就
业群体与室内亲子互动两个部分，吸引
了辖区家庭热情参与。”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娟峰介绍。

那些身着工装、穿梭于大街小巷的
快递员、外卖骑手，正用沾满汗水的车轮
丈量城市的经纬，以坚实的脊梁扛起家
庭的希望。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中
发现，由于长时间奔波，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鞋子往往几个月就磨破底，“费鞋”
已成为他们的工作常态。一双优质的运
动鞋，不仅能减轻足部疲劳，更是保障他
们在车流中安全穿行的重要装备。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离石区青年志
愿者协会迅速响应，连夜联系爱心企业，
精心筹备了专业运动鞋。每一双鞋都经
过严格筛选，采用透气网面与防滑鞋底
设计，既轻盈舒适又结实耐磨。活动当
天，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们顶着烈日，穿
梭在快递站点、外卖驿站，将这份承载着
关爱的礼物亲手送到劳动者手中。

“这双鞋真合脚！以后爬楼送件再
也不怕打滑了！”快递员老张小心翼翼地
抚摸着崭新的运动鞋，眼角泛起感动的
泪光，“当了十年快递员，第一次收到这
么贴心的礼物。”发放现场，工作人员像
对待家人般耐心细致，逐一测量脚码，还
贴心准备了鞋垫和防磨脚膏。阳光下，
那一双双整齐摆放的运动鞋，折射出的
不仅是实用的关怀，更是对这些“城市摆渡人”最真挚的敬意。

这场温暖行动的背后，是“五社联动”机制的生动实践。社
区党委统筹协调，社会组织链接资源，专业社工策划执行，志愿
者们全程参与，爱心企业慷慨捐赠。多元力量汇聚成一股暖流，
让这些每天奔波数十公里的父亲们感受到：他们风里来雨里去
的坚守，不仅撑起了一个个小家，更温暖了整座城市；他们的付
出，值得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柔以待。

室内活动现场同样洋溢着温馨的氛围。亲子拔河比赛中，
父亲们挽起袖子，与孩子并肩作战，加油声此起彼伏；“时光信
箱”环节，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写下对父亲的祝福，父亲们则认
真地将信件封存在特制的纪念册里。这些精心设计的互动环
节，让平日里含蓄内敛的父亲们，放下了工作的疲惫，全身心沉
浸在与孩子相处的美好时光中。

活动结束后，许多家长感慨：“平时总说忙，今天才发现，孩
子最想要的不过是爸爸的陪伴。”从街头巷尾的温暖传递，到室
内空间的亲情互动，这场活动，不仅为新就业群体送去了实用的
关怀，更为无数家庭搭建了情感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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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洋） 近日，兴县
文化和旅游局联合蔚汾镇振兴社区举
办“非遗进社区·指尖传匠心”主题体验
活动，以剪纸、面塑、钩织三大非遗技艺
为载体，带领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
的时代魅力，活动现场人气高涨，传统
技艺在互动体验中焕发新生机。

剪纸映初心，千年纹样里的文化传
承。在“剪纸映初心”环节，非遗传承人
以剪纸艺术的历史脉络为引，从汉唐时
期的雏形起源讲到明清民俗中的鼎盛
发展，让居民透过镂空纹样的光影变
幻，读懂这门指尖艺术的文化厚度。实
践教学中，老师采用“理论讲解+一对一
指导”模式，随着剪刀“咔嚓”声此起彼
伏，牡丹团花的繁复纹样、生肖虎娃的

灵动神态在居民手中渐次成型。捧着
亲手完成的作品，大家纷纷拍照留念，
传统剪纸艺术在社区活动室里绽放出
鲜活的时代光彩。

面塑捏祥瑞，面团里的民俗温情。
“捏锦鲤·祈吉祥”面塑活动以吉祥文化
为内核，非遗老师提前备齐红、黑、白三
色面团，现场演示“搓条塑形”“压纹点
睛”等传统技法。在讲述锦鲤“年年有
余”的民俗寓意后，老师指尖翻飞，手掌
大小的面团转瞬化作鱼身流畅、鳞片层
叠、尾鳍灵动的锦鲤造型。居民们兴致
勃勃效仿操作，现场笑语不断，面团的
质朴香气与祈福的暖意交织，勾勒出邻
里共融的民俗生活图景。

钩织暖时光，毛线里的生活诗意。

“小物传情”钩织活动中，老师先展示杯
垫、钥匙扣等精美成品，再从“锁针”“短
针”等基础针法入手教学，为居民分发
五彩毛线与钩针。初学者从编织方块
练起，熟手则挑战花样钩织，现场自然
形成“老带新”的互助氛围。活动结束
后，社区将部分作品用于装饰公共文化
角，让钩织技艺的温暖与巧思在日常生
活中长久留存。

此次非遗进社区活动，通过剪纸纹
样的美学韵律、面塑造型的民俗内涵、
钩织技艺的生活温度，让居民多维度感
知非遗魅力。活动不仅以可视化形式
呈现古老技艺，更通过互动体验实现

“可触摸”的文化传承，推动传统技艺在
现代社区生活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兴县文旅局

让传统技艺在指尖绽放文化魅力

社区工作人员将精心准备的礼物送到户外工作者的手中

6月 14日，在第2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水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传统医
药非遗 焕新现代生活”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水片区）医药类非遗项目展
示活动在凤鸣公园举行。展示了杜氏太极丸、成氏神应万病无膏、王氏象皮生肌散、
冀氏烧伤膏制作技艺和中耳炎祖传治疗秘方“耳脓净”、郝氏中医儿科、常氏祖传中
医皮肤外科等7项传统医药类市级非遗项目，分发介绍资料，传承人在场为群众诊
疗，免费提供中药制剂进行体验。观众们被中医药的悠久历史、独特理论和显著疗
效所吸引，感受到传统疗法融入现代生活焕发的新活力。

冯增清 摄

本报讯 6 月 15 日，孝义
市林艺秧歌研究中心演出团
携精心打磨的经典剧目走进
该市梧桐镇东董屯村和南姚
村小广场，开展“山西省 2025
年稀有戏曲剧种公益性演出”
基层巡演。

演出现场，树荫下的小广
场挤满了村民。领衔主演张
锐丰老师率先登场，凭借精湛
演 技 和 动 人 声 腔 点 燃 气 氛 。
演员们将“红色文化”“德孝文
化”与“乡村振兴”主题融入表
演 ，用 传 统 戏 曲 演 绎 本 土 故
事。精彩的演出赢得观众此

起彼伏的掌声，王五生大爷边
拍大腿边叫好，李秀琴大婶举
着手机全程录制，连邻村骑电
动车赶来的戏迷都忍不住跟
着哼唱，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这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
代气息的文化盛宴，以稀有戏
曲为纽带，让深藏民间的艺术
瑰宝重返乡村舞台。演出不
仅为基层群众送来丰盛的精
神食粮，更以文化赋能乡村振
兴，让蒙尘的非遗技艺在新时
代焕发出蓬勃生机，成为连接
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桥梁。

（李竹华 温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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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市稀有戏曲剧种

公益性演出走进乡村

大家展示剪纸作品大家展示剪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