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旺：

时下，像“把保健品当零食、养生成
为日常习惯” 的80后、90后群体正在壮
大。 养生，这个曾经只有老年人关心的话
题，正在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啤酒
加枸杞、可乐放党参”“穿着破洞裤、贴着
暖宝宝”“一边熬夜、一边敷面膜”等新潮
另类的“朋克养生法”流行起来，睡眠仪、
保温杯、养生茶、膳食补充剂等传统保健
产品也在年轻人中热销起来。

详见第8、9版

详见第2版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开学后，
在很多学校又是老师龇牙咧嘴看新生名
字的时间。 网上热传了一份小学新生的
名单，16个学生名字里，就有8个生僻字。
我看后也一时目瞪口呆。 真不知道这些
家长给孩子起这么怪的名字是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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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期期专专题题

在房山，有这样一个古村，它成村于
明初，曾经“富甲一方”，是远近闻名的古
商镇。 它古迹众多，文化底蕴丰厚，是不
折不扣 的 民 俗 文 化 村 。 它 就 是 南 窖
村———一个年深日久的古村落。 近日，北
京西山民俗文化节在南窖乡开启， 一场
穿越时空的西山民俗文化大戏在这座具
有600年历史的古商镇又上演了。

详见第11版

他们被称为潜伏在工会里的 “魔法师”， 经常化平淡为神奇， 简简单单的文
体活动被他们一包装改造， 就变成了职工欢乐的海洋；

他们被称为活跃在工会一线的 “智多星”， 仿佛浑身上下都是点子， 一年四
季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 “文体新菜” 端到职工面前；

他们还被称为工会活动的创意 “大拿”， 时尚、 热烈、 贴心、 温暖， 职工们
的心气经他们一煽乎， 就像燎原的野火一样熊熊燃烧， 化作继续奋进的不竭动
力———

他们就是一群深耕在基层工会里的文体活动策划人。 近日， 午报记者走近这
群深受职工欢迎的 “达人” 身边， 探究他们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创意让职工受益的
奥秘———

详详见见第第33至至55版版

花式起名
要个性也要便于沟通

热衷养生！
年轻人激发保健市场热情

因为创 所以益
———探访工会文体活动创意达人

南窖：
一座600年传奇的古商镇

创创建建木木作作博博物物馆馆延延续续中中华华工工艺艺文文脉脉
今年49岁的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

馆馆长王文旺， 自幼生于木作世家， 从
十几岁就娴熟掌握了卯榫加工。 数十年
昼夜与木作打交道的积累， 让他成为在
北京城名闻遐迩的木作大匠。 在修复明
清家具的过程中， 他日益认识到中华木

作传统的博大精深。 为了拯救这一门传
统工艺不至于流失， 他呕心沥血， 办起
了国内唯一一家民营木作博物馆。 王文
旺说： 卯榫结构蕴藏着深厚的中国古典
工艺智慧， 我们有义务要让这种文化命
脉永久传承下去 ———

我和我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