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名片

刘殿卿，字奉华，65岁，源汇区人，现居北京，著名画
家。他自幼喜欢画画，善画山水花鸟，尤精荷花，现为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联文艺注册志愿者、中国书画艺术研究
会副主席、北京传统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品画院副
院长、《书画名家报》艺术顾问。

刘殿卿在创作。 受访者提供

刘殿卿：深情触摸生活 努力创作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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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路与燕山路交叉口向西约 80 米路
南，围挡上的绿网破损。

淞江路与邙山路交叉口东北角，线缆下垂
落地。

岷江路与育才路交叉口向西约 70 米路南，
施工材料堆放在路边，影响通行。

长江路与井冈山南路交叉口向西约 50 米路
南，健身器材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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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儿媳杨小敬

■赵娅琼
临颍县人民医院医生谷芳

被儿子认出，孩子伸出双手想
拥抱妈妈，但她说了一句“妈
妈爱你”后含泪迅速离开了；
临颍县妇幼保健院医务科工作
人员薛冰，连续三天参加疫情
防控工作，因体力不支晕倒；
市第二人民医院小儿外科医生
徐麟园主动推迟订婚仪式，毅
然奔赴临颍抗疫……连日来，
发生在抗疫一线的一个个感人
故事让我们为之动容。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任务
艰巨。在战“疫”征程上，广
大医务工作者与时间赛跑、同
病魔较量，无所畏惧地奔赴抗
疫一线，为我们筑起了一道防
疫的坚固城墙。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
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疫情
面前，广大医务工作者肩上有
使命、心中有责任，一次次在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为患者的
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此
时此刻，让我们致敬在一线迎
难而上的医务工作者，谢谢他
们的辛苦与付出！为了抗疫的
胜利，我们共同奋力前行。

工作人员晕倒在核酸检测采样现
场，醒来后她却说——

“对不起，我拖大家后腿了”

投身防疫顾不上家

■见习记者 王嘉明
“多亏了小敬的照顾，我们的身体才恢复得

这么快。”面对公婆的夸奖，杨小敬淡淡地说：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3月22日，记者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
龙潭镇河涯李村杨小敬家中采访。

杨小敬今年37岁，温柔贤惠，踏实肯干，
儿女双全，老公努力上进，公婆仁厚善良。

2020年，杨小敬的婆婆突然感觉身体不
舒服，她和爱人便立即带婆婆去医院检查。经
诊断，婆婆患了脑梗。婆婆住院期间，杨小敬
一直守护在婆婆身边。随后，杨小敬的公公因
高血压也需要住院治疗。为了方便照顾两位老
人，杨小敬让公公和婆婆住到了同一家医院。
杨小敬的丈夫因工作原因不能经常陪在家人身
边，照顾两位老人的重担就落在了杨小敬的身
上。

杨小敬不仅要在医院照顾两位老人，还要
接送孩子上下学，每天起早贪黑，操心劳累。
杨小敬说，只要公公和婆婆能早日康复，每天
无论多忙多累，她都毫无怨言。在杨小敬的悉
心照顾下，公公很快康复出院，而婆婆也在多
次治疗后，身体有了好转。

提起杨小敬，河涯李村村民都赞不绝口：
“杨小敬可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媳妇。”

今年3月，杨小敬被评为河涯李村的好媳
妇。

■本报记者 孙 震
3月28日上午11点，在临

颍经济技术开发区秾嘉食品公
司核酸检测采样点，身着防护
服为群众录入信息的一名工作
人员突然晕倒在岗位上。在同
事的帮助下，这名工作人员逐
渐恢复了意识。醒来后，她却
说：“对不起，我拖大家后腿
了。”

晕倒的工作人员叫李素
敏，来自临颍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办公室，今年43岁。

“当时我正准备给做核酸采
样的群众录入信息，突然感觉
不舒服，正想给身边的同事

说，却一头倒在同事身上。”3
月29日，李素敏对记者说。看
到李素敏倒下，现场的医护人
员和群众立即把她抬到阴凉处
进行急救。

李素敏的同事告诉记者，
临颍县疫情发生后，李素敏主
动请缨到抗疫第一线，承担中
高风险地区返临人员排查、核
酸采样信息录入等工作，每天
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
让她体力不支，累倒在了工作
一线。

休息了半天后，3月29日
早上，李素敏又回到了工作岗
位。

■本报记者 尹晓玉
3月 26日，田颍在抗疫一

线忙碌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
体回到家。看到餐桌上摆放着
女儿炒的鸡蛋、儿子熬的粥，
田颍顿时热泪盈眶。她在微信
朋友圈分享了孩子为她做的晚
饭的照片，很多人感动不已。

今年43岁的田颍是临颍县
新城街道纪工委委员。3月24
日，临颍县出现本土病例，新
城街道被划为中风险地区。田
颍坚守防疫一线，负责新城街
道核酸检测采样点信息录入员

的培训工作。连日来，她每天
早上五六点就赶到核酸检测采
样点，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

田颍的丈夫在外地工作，
为了忙工作，最近她只能把两
个孩子留在家里。

“虽然我们很想妈妈，但是
非常理解和支持妈妈。”3月28
日中午，田颍的儿子通过微信
给记者发来他做的龙须面的照
片，并告诉记者，他和妹妹每
天都在按时上网课，他们已经
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能照顾
好自己，希望妈妈安心工作。

致敬抗疫逆行者

今年3月28日是第27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当天，中国铁
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漯河车站联合市外语中学开展“路外宣传进校
园 安全知识记心间”活动。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3月29日，沙澧河风景区紫荆花、海棠花竞相绽放，吸引市民赏花踏春。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摄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

经历，著名画家刘殿卿就是这样。他
凭借一腔热血，坚持自学绘画，终成
全国知名画家。他的很多作品参加了
全国、省、市美展并获奖，还有一些
作品被多地美术馆、博物馆和个人收
藏。

从小痴迷画画

1957年，刘殿卿出生在许昌一个
农民家庭。从小没有人教他怎样画
画，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绘画艺术。从
上小学开始，书本上的画、街头好看
的图案……只要看到哪里有画，他就
会仔细观察，甚至剪下来收藏。每次
得到一幅好看的图画，他就把自己关
在屋里临摹。进入高中后，刘殿卿对
绘画更加痴迷，每天放学回到家就开
始画画。“高中阶段，除了上课，我基
本都在画画，有时候临摹别人的作
品，有时候根据自己的灵感创作。”刘
殿卿说。

勤奋、努力、上进，少年时期的
刘殿卿就像一块海绵，如饥似渴地汲
取着艺术的养分。那时候，看着自己
画的画越来越好，他倍感自豪，成为
画家的梦想开始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高中毕业后，刘殿卿先在一家电
影院画了一段时间电影海报，后回到
农村老家。当时，看到身边的同龄人
个个成家立业，坚持艺术梦想的刘殿
卿陷入了迷茫。慎重思考后，他决定
一边自学绘画，一边从事一些实用美
术类的工作养活自己。其间，他曾到
新疆、湖北等地去写生、学习。

1994年，在朋友的建议下，怀揣
对艺术的追求，刘殿卿带着家人来到
漯河定居，在黄河路开了一家工艺美
术社。

“漯河可以说是我的福地，到这里

后，我开始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
刘殿卿说，到漯河后，他静下心来，
开始细心揣摩绘画，遍览大师的作
品，逐渐有了自己的感悟，并以此进
行了大量创作，逐渐成了省内有名气
的画家。2001年，他不仅出版了《刘
殿卿画集》，作品《小村OK》还获得
了全国爱我中华中国画大展银奖。

醉心创作 成就斐然

对刘殿卿来说，早年习画生涯是
“痛并快乐着”。他说，艺术的创作从
来都是先苦后甜，从握笔到运笔，从
技巧到审美，从临摹到独创，无数次
伏案创作到深夜的情景历历在目。
2008年，他的作品《林隐孤村》参加
了中国美协首届中国山水画双年展。
后来，在业内人士的建议下，他辗转
到北京发展。

2009 年，他的作品 《曹雪芹故
居》参加了全国水墨画邀请展。2010
年，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个人画
展。随后，他的作品《清荷图》被首
都博物馆收藏，《古原耕烟》参加了中
国美协纪念黄公望山水画大展，他个
人也获得了“中国传统文化事业发展
功勋奖”。

如今，刘殿卿已经是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文联文艺注册志愿
者、中国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主席、北
京传统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大品画院副院长、《书画名家报》艺术
顾问。近年来，他的作品获无数好
评，其中《韵塘宜香》《夏之红》《云
林晴辉》《塘趣》《叶舞花更洁》《银
月》《荷之韵》等备受关注。

偏爱画荷 极具神韵

刘殿卿在绘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

就，除了得益于他对人生的不断体验
与感悟外，还得益于他对艺术的不断
思考。他经常思考：绘画的目的是什
么？所要表现的东西是什么？而对荷
花的创作让他找到了答案——对美的
歌颂，对高洁品格的赞美。

谈及作品，刘殿卿通过微信向记
者发来了他的很多得意之作，多是以
荷花为主题进行的创作。为什么喜欢
画荷花？刘殿卿说，荷花除了象征高
洁的品格外，还是历代画家创作的重
要题材。以荷为题，涌现了许多艺术
水平高超的书画大家和极具艺术价值
的经典画作。所以，成为职业画家
后，他就偏爱画荷。

他笔下的荷花有简约的抽象美，
又不失恣意的狂放，仿佛荷花的魂、
荷花的神呼之欲出。作品意境美到极
致，能让人感觉到他是荷花一样品格
高洁之人。画法上，他在继承传统技
法的基础上还将夸张的艺术赋予作品
中。一池荷、几片叶、几只鸟，或俏
皮，或神秘，有意境，有韵味。

深入基层 扎根人民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需要
物质生活的富裕，也需要精神生活的

丰富。在刘殿卿看来，艺术创作归根
结底要为人民群众服务。所以在功成
名就后，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绘画的
初心。2013年起，作为中国文联的文
艺志愿者，刘殿卿立志要深入基层，
扎根人民。他跟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
者团队相继走进海南、湖北、云南、
贵州、新疆等地进行交流创作，开展
书画培训。他带领书画爱好者写生、
指导农民画画家创作的报道在中央电
视台《焦点访谈》《文化十分》等节目
播出后，备受关注，这更加激发了他
参加文艺志愿服务、以书画服务人民
群众的热情。

“和各领域的艺术家一起去乡村，
在进行文艺帮扶的同时，也在当地汲
取了艺术养分。”刘殿卿说，在参加中
国文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
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他越发感到作为
一名画家的责任重大。近几年，他参
加了很多公益活动：在北京市残联举
办的培训班中教残疾人画画，在盲文
图书馆担任培训老师……

“一山一石、一景一物，祖国的山
山水水都是我创作的源泉。把祖国的
美好事物，通过我的作品呈现给大
家，在我看来是使命，也是荣光。”刘
殿卿说，未来他将继续投身公益，继
续潜心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