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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艺术家乐当“非遗”推广志愿者
■公益速递

今年早些时候，秦怡参加了一个
介绍上海地方特色的舞台艺术表演
与我国早期电影话剧发展关系的公
益文化活动。她表示，公益性的文
化艺术普及活动不能慢下来，大家
的工作生活节奏越快，越需要给精
神文化生活“充电”，老艺术家完全
可以发挥余热，起到承前启后、普及
文艺的作用。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曲之一
陈钢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化沙龙，旨在
挖掘、传承、推广海派文化中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京剧、昆曲、旗袍工
艺等国家级和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都成为该文化沙龙推广的艺术

门类。
京剧名家尚长荣也致力于戏曲

“非遗”传承和推广，前不久在“美在
上海”文化节目录制现场亮相，追忆
20多年前京剧《我是一个中国人》的
创作和演出细节。

尚长荣、秦怡等老艺术家，还经
常出现在他们所生活的上海市徐汇
区天平社区“名家坊”公益活动现
场，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面对面的
艺术赏析、文化信息咨询等服务。
尚长荣说：“市场化的大潮下，文艺
要少一点铜臭气，艺术家要多和老
百姓在一起沟通交流，在基层凝聚
起文化的精气神。”

据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介绍，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单中，目前上海有55项入
选，仅戏曲曲艺类就包含昆曲、京剧、
越剧、沪剧、木偶戏、淮剧、滑稽戏、苏
州评弹等。

上海不仅鼓励本地老艺术家传
承推广“非遗”，还依托卫视平台邀请
全国各地的戏曲大师，共同为“非遗”
传承加油鼓劲。京剧表演艺术家戴
绮霞、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粤剧
表演艺术家陈笑风等老前辈，通过老
艺术家的身体力行，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薪火相传生动呈现在观众面
前。 据新华社电

这个暑假，11岁的刘逸航过得
特别充实，他终于不再整日只能对着
两条金鱼发呆了。

“我最喜欢心理课，和志愿者哥
哥们在一起很踏实，也很开心。”这个
夏天，刘逸航和当地其他小伙伴第一
次参加了留守儿童夏令营。

刘逸航家住宁夏固原市隆德县，
秋季开学将要上四年级。由于父母
常年在外打工，他只能和年过七旬的
奶奶生活在一起。限于经济条件，家
里没有课外书，也没有各式玩具，只
有贴在墙上的书法比赛奖状和放在
窗边的小鱼缸。

“爸爸妈妈在我两岁时就出去打
工了，过年才回来，金鱼是妈妈临走
前给我买的。”刘逸航不爱说话，一提
到父母，这个羞怯的小男孩红了眼
眶。

隆德县地处六盘山西麓，当地干
旱少雨，农业靠天吃饭，许多家庭劳动
力只能选择外出务工。据隆德县教育
体育局局长董玉科介绍，全县6至12
岁留守儿童约2850人，占同龄人的
28%，且多数家境贫寒，居住偏僻。

隆德县四中的初一学生程成，是
班里的“尖子生”，也是此次夏令营的
营员之一。13 年前当他仅有一岁

时，父亲在新疆打工不幸去世，母亲
离家出走，他同身患癌症的爷爷和年
近七旬的奶奶生活在一起。

比起物质的匮乏，留守儿童心灵
的闭塞更让人担忧。记者问程成：

“暑假如果没有夏令营，都做点什
么？”答：“写作业、收粮食、待着。”问：

“你学习这么好，以后有什么打算？”
答：“以后？没有打算……”

随着宁夏城乡义务教育“三免一
补”政策的推行，如今农村孩子不再
为上不起学、吃不上饭发愁，但针对
农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建
设”还远未跟上。

“留守儿童普遍缺少安全感和自
我认知，容易出现自闭、叛逆、抑郁等
心理特征，变成‘套子里的人’。”有着
多年基层教学经验的隆德县三小副
校长郭创世对此深有感触，更想通过
具体的实践活动帮助这些孩子。

在隆德县和对口帮扶县福州市
闽侯县政府的资助下，郭创世的想法
在这个暑假成为现实。为期一个月
的“闽宁教育帮扶留守儿童夏令营”
在六盘山下开营。夏令营邀请了大
学师生、心理辅导专家、非遗传承人、
拓展团队等志愿者，既带领孩子们体
验传统文化、培养生活技能，也为他

们进行心理辅导。
包括刘逸航在内的200名留守

儿童，在“心有灵犀”课堂上，跟着心
理老师认知自我；在传统文化讲演
中，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剪纸、根雕；
在互动游戏中，与小伙伴们培养团队
精神……往日沉默寡言的孩子们，在
夏令营中渐渐填补了心灵的“空白”。

“我们的教育公益该升级了。”参
与夏令营的西安交通大学励志书院
教师郑向国告诉记者，“之前我们总
是习惯于给予留守儿童物质关怀，而
如今更应该注重对他们的心理疏导、
眼界拓展和观念提升，不让他们作

‘空心人’。”
据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在

2016年联合开展的农村留守儿童摸
排工作显示，不满16周岁的农村留
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超过90%分
布在中西部省区，迫切需要建立起更
全面的留守儿童帮扶机制。

“明年夏天我还想见到夏令营的
老师。”刘逸航说。

郭创世也希望，这次夏令营只是
一个开始。“30天的夏令营，像一盏
灯照亮了孩子们的心，希望社会能更
多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心灵不再
留守。” 据新华社电

让绿色成为中国
最动人的底色

树，是茫茫荒原最明亮的希望；
绿，是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连日
来，塞罕坝人植树造绿的故事经中央
媒体和地方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各界
引起热烈反响。塞罕坝人所创造的
人间奇迹更是激励着大江南北的人
们共同坚守绿色发展理念、续写美丽
中国的绿色传奇。

“塞罕坝几代人践行使命，精神
令人振奋，绿色传奇让人折服。”刚刚
从塞罕坝参观学习归来的甘肃省民
勤县林业局局长杨青文说，民勤将在
全县林业系统开展“学塞罕坝精神、
做绿色卫士”活动，不断改善县域生
态环境。

夹在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
漠之间的民勤曾经水枯沙起，绿洲萎
缩。近年来，民勤科学制定防沙治沙
规划，咬住“黄龙”不松手，初步遏制
了生态恶化趋势。

在生态脆弱地区植树造绿，难度
更大却也更加紧迫，但正如塞罕坝人
用行动所证明的——再难，树，都能
一棵棵种出来；再难，绿色奇迹，都能
一步步干出来。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三面环沙，
缺林少绿，推进国土绿化是当地面临
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前学习塞罕坝精神，就是要
深入实施生态立区战略，借鉴塞罕坝
林场造林育林的成功经验，调动全社
会参与生态建设，让宁夏的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美、空气更清新。”宁夏
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马金元说。

地处内蒙古西端的阿拉善盟是
我国沙尘暴源头之一。长年在这里
工作的阿拉善左旗林业工作站站长
刘宏义看了多遍塞罕坝的报道，感触
颇深。

“正是林业人的坚守、创新，才让
一个个生态脆弱的地方，像塞罕坝一
样，从沙海变为绿洲。”他说，上世纪
80年代，阿拉善森林覆盖率为2.95%，
2011 年底为 4.4%，2016 年增加到
7.65%，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
增加森林面积450万亩。

2016年，福建、江西、贵州被确
立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1
年多来，三省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
进，爱绿、护绿、守绿是共同的主题。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三百山是
珠江水系东江的源头，也是香港同胞
饮用水的发源地。为了保护好这一
江清水，义务护林员龚隆寿坚持巡山
30余年，走坏了100多双鞋。

护绿并非终点，人们更向往的是
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塞罕坝
人用行动证明，绿水青山能回馈给我
们巨大的财富。”福建永安市洪田村
党支部书记邓文山说，绿色发展要久
久为功，正确处理百姓福和生态美的
关系。

洪田村变过去砍树一次性卖钱
为培育大径材林，把森林存进了“银
行”。村里还引入林权抵押贷款等金
融助农方式，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
保障林农的种树养林热情，做到“不
砍树、也致富”，靠山不“吃”山。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
困研究院研究员毛刚强表示，“我们
要埋头苦干建设更多的塞罕坝林场，
让老百姓享有天蓝地绿的生活环
境。” 据新华社电

六盘山下的夏令营：
让留守儿童的心灵不再留守

“耄耋大师勤传艺，情
系上海不了情。”95岁的电
影表演艺术家秦怡、82岁的
作曲家陈钢、77岁的京剧表
演艺术家尚长荣等，近年来
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到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和推广活动中，甘当志愿
者。

老艺术家积极参与到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推广活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