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3月2
日晚， 苏家坨镇柳林村的文化活
动中心热闹非凡。 在这里， 村民
们与台湾恒春的老朋友们一起
“隔空” 连线过团圆节。

“马书记， 过年好啊”， “方
里长， 元宵节快乐， 身体康健”；
“李主任， 团圆节咱们团圆啦”，
“张里长 ， 祝你日子越过越红
火”。 苏家坨镇柳林村与山海里、
车耳营村与垦丁里、 后沙涧村与
山脚里两地结对村主任与里长们

隔空拜年， 相互问候。 两地老朋
友的问候通过视频在线传了过
来， 穿越时空， 跨越距离， 不变
的是新年的祝福与老朋友的深厚
情意， 通过现代网络让两岸民众
彼此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欢乐中国年》 《不忘初心》
《呼伦牧歌》 《红包》 《恒春姑
娘》 《爆竹一声》 等自编自排的
地方特色节目将两地视频连线晚
会不断推向高潮。

本报记者 孙妍 摄

本市首个直接反映城管执法工作的原创话剧 《不辱使命》， 近日
在石景山区首钢体育大厦剧场上演。 话剧根据北京市 “疏解整治促提
升” 专项行动中石景山区城管执法监察局的真实事迹创作而成， 从石
景山区城管执法队员的视角， 讲述了一个拆除违法建设大杂院时发生
的形形色色的故事。 舞台上，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加上演员们酣畅淋
漓的舞台表现， 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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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竹初、徐强父子
木偶艺术展

即日起至3月21日
炎黄艺术馆

2018中国当代女性
艺术研究展

□本报记者 余翠平/文 彭程/摄

■艺术人生———职工艺术家系列专题

此次展览聚焦于80后青年女
性艺术家的最新创作， 以提名艺
术 家 导 师 与 青 年 艺 术 家 共 同
参 展 的方式 ， 呈现出从绘画媒
介出发的当代女性艺术创作的时
代面貌。

展览中的10位活跃于上世纪
90年代的女性艺术家， 均以绘画
为主要创作的媒介， 本次展览将
呈现出她们最近创作的丰富面
貌。 27位 “80后” “90后” 女性
艺术家的作品构成本次展览的主
体部分。 在她们的作品中， 我们
能够看到女性主体建构过程中的
断裂、 模糊与不确定性。

漳州木偶头雕刻是我国民间
工艺美术中极富特色的艺术瑰
宝， 2006年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漳州木
偶头雕刻及制作的流传是以师徒
相继的形式， 尤其以家族传承为
主， 徐氏家族木偶头雕刻是漳州
木偶头雕刻的典型代表 。 徐竹
初、 徐强在秉承祖辈传统技法的
基础之上， 融入了自己对现实生
活的体察与思考， 兼顾舞台表演
与审美欣赏的双重需求， 在木偶
造型和神态的表现上进行大胆的
探索与改良， 塑造出大量木偶艺
术精品。

本次展览分 “雕偶世家———
徐氏木偶雕刻传承与技艺” “以
形写神———徐氏木偶形象” 两个
单元， 展出了300余件 （组） 徐
竹初 、 徐强创作的木偶艺术作
品， 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漳州木偶头雕
刻” 的艺术神韵与文化内涵。

“我对文学有一种炽烈的迷
恋和热爱。” 于建国对记者说。

今 年 60 岁 的 于 建 国 退 休
前 ， 曾 是 平 谷 区 东 高 村 镇 党
委 宣 传 委 员 。 酷爱文学的他 ，
十分善于从百姓生活中寻找创
作素材 。

1984年， 他在 《北京日报 》
郊区版发表第一篇小小说 《飞
燕》， 并收入 《北京农村小小说
选 》 。 自此 ， 四十多年来他将
“关注新时代， 为人民而歌” 为
己任， 先后在 《京郊日报》 《北
京日报》 《农民日报》 《北京作
家》 《天津日报》 《群文博览》
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200万
字， 出版有小说集 《泃水清桃花
红》， 2011年在网上传载了30万
字的长篇小说 《圣琴》， 获得较
高的点击率和较好评论。

从2004年起， 在于建国担任
平谷区东高村镇党委宣传委员期
间， 他开始尝试将纪实笔法融入
小 说 创 作 之 中 。 而 且 在 发 现
身 边 百姓故事 ， 平谷故事的同
时， 他总习惯拿到国家层面、 人
类层面去思考去考量， 探求是否
有 “普世” 意义。 这种意念， 将
他新发现的故事一步步引向新思
考、 新境地。

当于建国从平谷电视台看到
平谷西柏店村种植大棚菊花， 搞
菊花文化节时， 他意识到这是种
植业的一场革命， 是一场突破。
他马上与村书记赵谦联系采访，
创作出 《 “花痴书记 ” 的菊花
梦》。 当他从平谷区委宣传部领
导口中得知， 张涛这个种植小豌
豆的山乡女， 守诚信创办出 “荣
涛合作社” 的信息时， 马上意识
到 “诚信的世界该多么美好 ”，
采访后， 创作出 《小豌豆开花》，
使这个荣获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 的平谷人曾发生的故事， 在
全国道德模范表彰大会召开前三
天得以见报。

“有人说， 纪实文学其实就
是报道稿， 能有什么？ 我不这么
看， 纪实文学不是对历史曾发生
或正在发生事件的简单还原或复
制 ， 而是注入了作者独到 的 见
解 和独特的思考 ， 是作者独具
匠心的创作， 它是迅疾反映现实
生活实质面貌和人精神面貌的有
效艺术载体。” 于建国告诉记者。

他创作的纪实文学 《阅卷桃
乡 “生态桥”》， 讲述了长城脚下
刘家店镇寅洞村村书记邢术贺将
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桃树枝子无
处堆放” 问题， 搬上了平谷区人
代会上， 引起平谷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 区领导通过进村调研，
实施了将桃农、 企业、 村委会、
镇政府、 农业科研机构链接一起
的 “生态桥工程”， 解决了涉及
村文化发展、 社会治理、 邻里和
谐、 交通安全、 人身安全、 环境
治理等诸多问题， 平谷区委区政
府理政思维的改变， 赢得了桃农
高度赞誉。

在第十一届首都职工文化艺
术节文学作品征集中， 于建国所
创作的短篇小说 《山村小提琴》，
报告文学 《老名中医 “医心塑
魂 ” 传承之路 》 分别荣获一等
奖、 优秀奖。

短篇小说 《山村小提琴》 的
获 奖 ， 是 于 建 国 以 小 提 琴 制
作 为 题材 ， 中篇小说 《琴乡人
琴乡韵》 等系列作品的延续， 也
是他长期生活积累和观察思考的
结果。

“‘小提琴 ’ 隐喻的是 ‘文
化’， 作品反映出以锦绣妹为代
表的磐石沟乡亲们在住上小别墅
之后， 对文化生活的渴望， 在他
们的心里， 文化的 ‘美好’ 就像
一盏光闪闪的 ‘红灯笼 ’ 在召
唤。” 于建国分享了自己的创作
感悟。

于建国认为， 村民们在物质
生活提高的同时， 应该更加注重
人文素质及文化生活的提升。 这
一主题在他的作品 《水灵山居王
水灵》 《绿色麻核桃， 我的亲兄
弟》 中， 都有鲜明的体现。

于建国告诉记者， 在写作之
余， 他十分注重向名著学习， 向
经典作品学习。 他曾三次仔细拜
读 《老人与海 》 ， 认真研读了
《象棋的故事》 《项链》 《狗日
的粮食》 等作品， 从经典中寻求
力量。

“在当今文 坛 纪 实 文 学 风
起云涌之时， 作为一名北京作家
协 会会员 ， 我更应该多担 当一
份责任———思考身边最基层老百
姓 发 生 的 故 事 ， 探 求 社 会 及
人生变化， 拷问人情冷暖， 传达
真善美。” 于建国告诉记者。

关注百姓
传达真善美

于建国：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3月2
日， 顺义区马坡镇 “庆佳节弘扬
中华文明 迎新春共筑美好家园”
主题文化活动在回迁社区旁的千
亩健身步道森林公园开场。

活动现场 ， 九连环 、 中国
结、 风车、 糖葫芦等老北京民俗
一一呈现， “舞龙” “舞狮” 等
非遗文化闪亮登场 ， 歌舞 、 小
品、 魔术等节目精彩纷呈， 赢得
阵阵掌声， 全镇人民在家门口近
距离体验非遗魅力。 此次活动为
马坡镇 “二月新春” 系列文化惠
民活动之一。

据了解， 这样的活动在马坡
千亩健身步道森林公园经常性开
展。 作为目前全市唯一一个建在
回迁社区旁、 主要服务于回迁居
民的大型主题公园， 马坡镇在设

计建园之初就秉承 “留住绿水青
山， 记住文明乡愁， 守住文化根
基” 理念， 将地域文化特色与体
育休闲有机融合， 在功能的设计
上， 除了作为一项惠民利民的民
生工程， 满足居民休闲健身需求
的同时， 还注重增加文化属性。

回迁上楼， 是一个破旧立新
的过程， 对于回迁居民而言， 不
仅是物质生活的重建， 也包括精
神生活的重建 。 马坡镇依托公
园， 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群
众性文化活动， 不断满足区域居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马坡镇千亩
健身步道森林公园从去年10月开
园至今， 接纳游客数万人次， 组
织各类健步走、 学习交流等活动
数十场， 较好地服务了全镇回迁
居民。

顺义马坡镇
回迁社区旁庆新春

城管原创题材话剧搬上舞台

京台两岸连线共度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