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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发展
脉络、探索饮食文化渊源、展
示地方饮食特色，本版开设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
栏目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

的美食，探寻有关沙澧饮食文
化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反映百
姓生活的浓浓烟火气；与美食
相关的非遗、老字号及老手

艺，介绍其不断传承发展的制
作技艺；从古籍、地方史志、
诗词、民谣记载的漯河美食
中，发现传统饮食蕴含的深厚
文化。

稿件要求 1500 字以内，
文 笔 朴 素 平 实 ， 侧 重 于 对
传 统 文 化 和 历 史 文 化 的 挖
掘 ， 展 现 漯 河 饮 食 文 化 的
博大精深。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征稿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我们即将迎来农历乙巳蛇年。作为传

统艺术形式之一，剪纸给人以精神上、视
觉上的美感，体现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生
活态度。为表达对蛇年的美好祝福，近
日，召陵区举办了“盛世剪英 荣耀召
陵”庆元旦 迎新年剪纸艺术展，展出不
少以“蛇”为主题的剪纸作品，深受市民
的喜爱。

1月4日，在展览现场，记者看到许
多以“蛇”为主题的剪纸作品，或栩栩
如生，或憨态可掬，充满了艺术感和传
统韵味。《双蛇迎春》中，红、黑两条蛇
蜿蜒盘旋，身姿矫健，相辅相成，各具
美感。蛇身旁是盛开的牡丹花，代表着
春暖花开、富贵吉祥。整幅作品构思巧

妙，颜色对比强烈，引人注目。《蛇盘
兔 辈辈富》剪纸作品左右对称，各有一
个蛇盘兔的图案。瑞蛇缠绕着兔子，蛇
灵动、兔可爱，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灵蛇献福》中，两条蛇宝宝抱着福袋，
福袋上有大大的“福”字和盛开的牡丹
花。两条蛇宝宝一公一母，表情拟人
化，很有童趣。

“传统文化中，蛇象征着智慧与灵
动。农历蛇年也是‘双春’年。《双蛇迎
春》 寓意生机勃发，人人都能好事成
双。”徐淑莉是《双蛇迎春》《蛇盘兔 辈
辈富》 两幅作品的作者。作品中的图案
都由她设计。“我希望通过对瑞蛇形象的
塑造，让人们感受剪纸艺术的独特魅力
和浓厚的节日氛围。”徐淑莉说。

“ 《祥蛇纳福》 采用传统的红色纸
张。红色代表着喜庆、热烈，最能凸显氛
围。”陈红是《祥蛇纳福》的作者。在她
的剪纸作品中，瑞蛇眼睛炯炯有神，周身
遍布花纹，和一个手拿糖葫芦的娃娃对
视。整幅作品生动有趣、萌态十足。“我
还增加了元宝、花卉等象征着吉祥、富贵
的元素，希望通过剪纸作品，祝福我们的
祖国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祝福大家蛇年
事事如意、平安顺遂。”陈红表示。

“剪纸是一项指尖上的艺术，在方寸
之间体现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希望
通过剪纸作品，向大家传递吉祥、幸
福、健康的美好祝福，祝愿大家在即将
到来的蛇年好运连连、福气满满。”《灵
蛇献福》作者任伟说。

巧手剪瑞蛇 新年送祝福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沛真
“我们一般会通过观察病人的动作，

确定病人身体哪个部位有问题，然后再运
用推拿手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近
日，记者在位于漓江路的慈仁堂，见到了
中式古法推拿的传承人杨高见。

中式古法推拿是一种非药物的自然
疗法、物理疗法，是以中医脏腑理论和
经络学说为指导，综合运用推、拿、
按、捏、揉等方式，对患者头部、颈
部、大小臂、腿部、背部等部位进行治
疗，为患者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
止痛、祛邪扶正，解决患者经络不畅、
气血淤积、疼痛难忍、行动不便等问
题，达到调理身体的目的。

杨高见二十多岁便开始学习中式古法
推拿技术，从事推拿治疗已有17年。他以
中医脏腑理论和经络学说为指导，潜心学
习钻研倪海厦中医、长安中医学派之透皮
通调疗法、墨家气道开关推拿术、揭氏健
胃消食手法等，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以内功
为支撑的病痛诊疗调理手法，在实践中取
得了显著效果。

“我推拿的独特之处在于按摩手法，
通过对患者摸骨提筋直接找准病灶，打通
痛点。此外，我更注重全面调理，通过按
压穴位、诊断脉象等方法对患者进行系统
调理，注重阴阳平衡。”杨高见说，他并
不认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办
法，而是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辨证治
疗。

“推拿需要推拿师对患者的病情进行
综合判断。有时候，病人说颈椎后侧不
舒服，有可能并不是颈椎后侧的问题，
而是颈椎前侧的问题导致了后侧的不
适。这就叫后病前治。”杨高见说。在慈

仁堂，记者看到有几位患者正在接受推
拿治疗。“我前一段时间突然感觉左腿疼
痛，连路都走不了，经朋友介绍来到慈
仁堂。在这里治疗了二十多天，已经基
本康复，腿不疼了，走路也没问题。现

在主要是进行巩固治疗。”正在接受治疗
的刘风君告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杨高见主要针对
刘风君的左腿进行治疗，从腰部开始，
通过点按、揉捏等手法，为刘风君疏通
经络。“刘风君的症状很典型。我看了她
的情况以后，判断她是椎管狭窄引起的
腿疼，就建议她先到医院去确诊。她去
了医院以后，果然确诊了椎管狭窄。于
是，我就根据中式古法推拿的技术，对
她的左腿进行了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
的。”杨高见说。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
快，生活压力普遍加大。久坐不动人
群、体力过劳人群、坐姿不端正人群逐
渐增多，局部疼痛、经络不通、亚健康
问题大量增加，为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
带来困扰。推拿能够有效地解决此类问
题，为人们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有广
泛的社会需求。

被召陵区评为中式古法推拿技术传
承人后，杨高见深感责任重大。对于
未来的发展，杨高见也有自己的想
法：“我计划建立传承基地，为中式古
法推拿技术的传承提供教学设施和实
践场所。”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有
资质条件、热爱传统文化、有志于传
承传统文化的人员进行交流，也希望
对有兴趣从事推拿行业的人员进行培
训，带动更多人成为传统推拿技术的
传承者。

中式古法推拿：疏通经络 扶伤止痛

■本报记者 孙 震
在临颍县瓦店镇南部，有一个远近闻

名的“状元村”——李化宇村。全村2021
人走出13名博士、7名硕士和260多名本
科及大专生。读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
带动了村子的发展。

“李化宇行政村辖李化宇、侯庄、小
杨庄三个自然村，共 459 户 2021 人，
1998亩耕地。”近日，李化宇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宋俊凯告诉记者，李化宇
村的村名是由移民的姓名沿用至今。明朝
初期，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兄弟两人，哥哥
叫李化宇，弟弟叫李小坡。为广开耕地，
李化宇居住该地，以人名为村名。因无后
代，该村没有李姓，宋姓居多。其弟在该
地向南几里居住，也以人名为村名，即李
小坡村。因有后代，李小坡村大部分村民
姓李。两个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不比楼房比学生

在村里广场的一面墙上，张贴着英才
光荣榜，上面展示着从村里走出去的博士
照片及简历。宋俊凯说，制作英才光荣
榜，让榜样说话，是李化宇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个缩影。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第一年，李化宇
村就有两名青年考上大学。他们首次打开
了李化宇村通往高校的大门，结束了李化
宇村无大学生的历史。从此，村里每年都
有学子迈进大学校门。

“2024年村里又出了7名大学生。”宋
俊凯说，“多年以来，村里一直盛行着这
样的‘攀比风’：不比楼房比学生，不比
轿车比希望，不比排场比教养。比的是谁
家出了多少大学生、谁家孩子考上什么名
牌大学、谁家孩子为社会作了什么贡献。”

今年68岁的高建周是一名老木匠，有
2个女儿和1个儿子，3个孩子1个是博
士、2个是本科生。“两个女儿学习勤奋，
肯吃苦，有韧劲。现在大女儿高颍丽在临
颍一高任教，二女儿高颍颍在福建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提起两个女
儿，高建周满脸的骄傲。

村民杨喜宾家培养了1名博士、1名
本科生。为了供孩子上学，杨喜宾常年在
外打工。杨喜宾回忆说，好在那段艰苦的
日子熬过来了，而贫穷和苦难对于孩子们
来说也是一笔财富。现在二儿子杨永刚是
佛山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广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再
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李化
宇村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话。

“值得欣慰的是，李化宇村多年来的
经济发展，也得益于走出去的这些人的

‘反哺’。”宋俊凯介绍，从村里出去的大
学生从未忘记自己的根。这些在外的学子
开始陆续回报家乡，有的为村庄发展献计
献策，有的自筹资金帮助村庄搞建设。

崇文重教久传承

宋俊凯说：“李化宇村之所以成为
‘状元村’，不是偶然和巧合，而是因为有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村委会办公
楼北边的民俗文化馆。该馆是在村祖师庙
遗址上修建的。据记载，李化宇村祖师庙
建于明代。传说是祖师爷成灵阻挡劫匪不
敢进村，保民平安，得民供奉。

“2015年，我们村新建村委会办公楼
时将庙址分建为办公楼和民俗文化馆。全
村人都很支持建民俗文化馆，有的负责撰
写村史、村名由来等文字资料，有的将自

己家使用过的农耕具、生活用具捐赠出
来。”在宋俊凯看来，李化宇村的村民很
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

“‘重教启智，耕读传家’的传统，
在李化宇村已经沿袭了一二百年。这也是
李化宇村走出这么多大学生的根源。”分
析村里人才辈出的原因，宋俊凯说，李化
宇村历史上就重视教育，很多农户都是诗
书世家，为后人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早在1947年，村里就在祖师庙后院
东厢房办起新式私塾学校，为孩子开蒙启
智。当时，全县也没几家像样的办学机
构。”宋俊凯说，私塾学校负责人宋中林
和宋金珠都是李化宇村人。当时私塾有学
生30多名，主要习读四书五经。新中国成
立后，该校并入大庙张小学。

记者在民俗文化馆内还看到一封手写
的家书：“爷奶在旧社会吃过苦，受过
罪。你们作为儿孙，要好好劳动，勤俭节

约，防灾要有余粮。你们要听党的话，听
国家号召，爱国守法，教育孩子好好学
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帮助别
人，孝敬老人。人的一生要多做好事，邻
里相处人人尊敬。公元一九五五年秋。”

宋俊凯介绍，这是李化宇村北大院宋
书银所写。老先生生于1897年，家族是
颍东大地名门望族。他家几代人近30口在
一起生活和谐，就是因为严格的家训和文
明的家风。

村民告诉记者，在这种环境的熏陶
下，李化宇村民风淳朴，逐渐形成了攀比
学生的风气，成了声名远扬的“状元村”。

深挖地方“状元”文化、大力发展乡
村文化休闲游……李化宇村正把“状元
村”的故事传播给更多人。因为这不仅是
一个村的荣光，还是新时代的清风朗
月——在希望的田野上，不断逐梦、守
正、前行。

李化宇村：民风淳朴 崇文重教

一个村庄何以成为“状元村”？在
这个共459户2021人的村庄里，如何培
养出13名博士、7名硕士、260多名本
科以及大专生？

记者采访多位“状元”的父母，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家孩子跟
其他孩子一样”。因为在这个村，几乎
家家户户都有大学生。培养孩子，是
比攒钱盖房子更重要的事情。这些父
母，大多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再苦再
累，也要给孩子提供上学的机会，让
他们改变命运。

对于这些走出去的“状元”，父母
的生活就是第一堂课，身边的榜样就是
第二堂课。前者告诉他们生活的苦难，
后者告诉他们未来的天地。他们并没有

比别人更聪明，他们身上比别人更多的
是求知欲。

李化宇村能够走出这么多“状
元”，不是偶然和巧合。李化宇村人对
知识的崇拜由来已久，村里有着浓厚的
文化氛围。一个人影响一个家庭，一代
人影响几代人，榜样的力量润物细无
声。

人才是李化宇村的特色和宝藏。读
书带给这些农村孩子人生蜕变，个人命
运改变了，家庭的命运也在改变，随之
李化宇村也在改变。这些孩子有的用自
己的力量反哺乡村，有的在自己的岗位
上发光发热。这些“状元”带给李化宇
村的是与外界更多的信息和联系，更是
一种发展的信心和力量。

“状元村”密码：崇拜知识，崇拜文化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1月
2日，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
举办“墨韵流芳 中越情长”中
越书画家交流活动。我市画家陈
文举受邀参加。

在此次交流活动中，中越两
国书画家以笔为媒，以墨传情，
创作了一幅幅作品，饱含着对中
越两国未来发展的美好期盼。陈
文举精心创作了两幅作品。

陈文举，源汇区人，1974
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自幼酷
爱绘画，早年学习中国水粉画和
传统国画，现为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九三学社
漯河书画院副院长、北京京华阁
书画院签约职业画家。他在创作

中把传统绘画笔墨语言与现代绘
画艺术相结合，作品直抒胸臆、
色彩明快、清新自然，具有独特
的艺术风格。他的《黄河之水天
上来》等作品先后被人民大会堂
和国家会议中心收藏。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曾为陈文举拍摄专题艺
术片，湖北广播电视台、山东广
播电视台等也对陈文举进行报
道。

据了解，2024年12月29日
至2025年1月4日，越南中国商
会湖南企业联合会联合越南胡志
明市美术协会，在胡志明市美术
博物馆举办了越中书画家艺术交
流大展，展示了包括陈文举在内
14名书画家的200余幅作品。

我市画家陈文举受邀
参加中越书画家交流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记
者从市作家协会了解到，我市从
即日起启动漯河市“博雅杯”年
味主题文学作品征文活动，截稿
日期为2月16日。

本 次 征 文 活 动 以 “ 年
味”为主题，征集范围为全
省。作品围绕年味和过年民
俗展开，内容要具有真情实
感，能够体现新变化、新面
貌、新观念。可以讲述春节
的传统习俗、文化内涵，也
可以分享个人经历，要能让
读者感受那份浓浓的年味。

征文活动要求投稿作品未
在任何平台发布。投稿作者不
限年龄、学历，鼓励大学生和
中小学生参加。此外，散文、
小说等作品字数不超过 2500
字，诗歌不超过30行。征集作
品注明“年味+作者姓名+作品
标题”，发送至邮箱：lhwenx-
ue@sina.com。征集活动结束
后，市作家协会理事会将成立
评审团，对优秀作品进行评
审，并分别选出成人组、青少
年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和优秀奖若干。

年味主题文学作品
征文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王 嘉 明）
2024年12月29日，河南省散文
学会、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年会
在许慎文化园举行。此次年会吸
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散文与报告
文学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爱好
者。会上，郾城区获授“文学创
作基地”牌匾。

年会上，与会代表纷纷

就散文与报告文学的创作心
得、文学发展趋势等话题展
开热烈讨论。河南省散文学
会、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的
领导也作了重要发言，对河
南省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成果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未来
的 文 学 创 作 提 出 了 殷 切 期
望。

河南省散文学会、报告文学学会年会
在许慎文化园举行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2024
年12月29日，市曲艺家协会主
席团成员到舞阳县春雨国文学校
开展青少年曲艺传承调研工作暨
2025年“迎新春”文艺演出活
动。

当天，舞阳县戏剧曲艺家
协会会员联合舞阳县春雨国文
学校曲艺班的学生，为大家带

来一场精彩演出。演出结束
后，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参观了陈梅生河南坠子传承基
地活动场地，并与相关文艺工
作者座谈交流。与会人员围绕
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曲种多元
化、加大曲艺平台建设力度等
方面交流发言，为推动本土曲
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市曲艺家协会调研
舞阳县青少年曲艺传承工作

国画 娄彦军 作

杨高见正在为患者进行推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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