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把剪刀在红纸上游走，二三十秒的工夫，随着纸
面展开，一阴一阳两只栩栩如生的蝴蝶跃然纸上，引得
周围学生一阵惊呼……近日，在一次非遗进校园活动
中，记者见到了来自夏邑县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剪
纸代表性传承人、号称“一剪成”的胡明。

所谓“一剪成”，顾名思义就是一剪子下去不停不
顿，剪纸花样一气呵成。剪纸看上去只需要一把剪刀、
一张彩纸，但手艺人需要经过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练
习，才能掌握如此娴熟的技艺，剪裁出惟妙惟肖的剪纸
作品。胡明自小就受到母亲和家族的艺术熏陶酷爱剪
纸，经常沉浸其中，用自己的智慧和生活中的观察体
验，巧妙构思，抽象、拟人、夸张地将万物的千姿百
态、神韵气魄，以及大自然的美，融入到人的情感之
中，再用童话般的图案展现出来。

“每幅作品我都不用笔画起稿，都是我用心构思后，
看好布局，一次成型剪出来的，一剪剪出阴花阳花，寓
意阴阳调和，和谐美满。”胡明说。“阴阳花”，就是当剪
纸完成后，把纸面打开，剪刀在纸面上“抠”出来的花
样和它留下的空白，形成阴阳相照、一模一样的图案，
同样具有观赏和装饰价值。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剪刀在
彩纸上运行的时候不能有任何偏差，纸面不能破、不能
断。这不仅需要娴熟的剪纸技术，更是考验手艺人的巧
思、布局。

花鸟鱼虫和龙凤等吉祥纹样是胡明剪纸作品常见的
题材。她剪出的花样既巧夺天工又充满着自然淳朴的灵
性，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生机勃勃的美好，体会到剪纸这
种艺术独特的线条、造型之美。每次和其他非遗项目组
团参展，胡明的剪纸摊子总是最吸引人的项目之一，看
剪纸、求作品的群众围了一层又一层。

胡明的作品散发着时代的气息和鲜明的个人特色，
既传播传统文化又与时俱进。她在题材上始终紧跟时代
步伐，精心创作了《八荣八耻》《十二生肖和谐大家庭》
《吉祥如意》《富贵兴盛》等剪纸作品，这些作品多次在
全国、全省大赛上获奖。她的作品还走出国门多次到外
国参展，被国内外名家收藏，让更多的人加深对中国民
间艺术和中国文化的美好印象。

剪纸技艺是一项费眼、费神的手艺。这些年，胡明
利用一切公益性展演的机会推广她的剪纸技艺。“在剪纸
的时候，面对热情的群众，特别是学生，我其实很想跟
他们交流一下，但是实在得专注手上功夫，一点不能分
心。下一步，我想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传播这项技
艺，让更多的人喜欢它、传承它。”如今，胡明已经是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
民间工艺美术大师。

2021 年 ， 位 于 夏 邑 县 的
“‘一剪成’胡明剪纸文化传习
所”还获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示范传习所，吸引了很多人慕
名前来学习。胡明的孙女也成为
新一代传承人，这项老手艺正在
发扬光大。

胡明的剪纸绝技“一剪成”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实习生 徐梦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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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其
成员的行为和贡献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
展。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中，刘红梅家庭以其孝老
敬亲、热心公益的行为，赢得了广大社会的赞誉，并
荣获了示范区“文明家庭”称号。11月15日上午，领
到“文明家庭”的荣誉证书，刘红梅心中无比欣慰。

出生于1974年的刘红梅是商丘交运集团公路运输
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其丈夫丁新立是一名转业军
人，自主创业。夫妻二人相亲相爱、相互尊敬、孝敬
老人、疼爱孩子，建立起一个和谐美满的幸福家庭。
全家人团结和睦，遵纪守法，乐于助人，深受邻里和
社会的好评。

工作中刘红梅立足岗位，勇于创新，严格按照优
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被单位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员工。

说起对父母的孝敬、对家人的关爱，无论是朋
友、同事，还是邻居，但凡认识刘红梅夫妻的人都会
竖起大拇指。的确，结婚20多年来，刘红梅和公公婆
婆一起生活，却从来没有红过脸。

和睦是刘红梅家庭的良好家风。刘红梅常说，一

家人就应该互敬互爱、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帮
助。晚辈对长辈尊敬孝顺，长辈对晚辈爱护有加。刘
红梅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家庭。在日常
生活中，他们十分注重孝道，不仅在物质上满足老人
的需求，更注重老人的精神生活。他们积极组织家庭
聚会，为老人营造一个温馨快乐的家庭氛围。在他们
的照顾下，老人们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幸福感。

老人年龄大了，就医是常事，在医院住院期间，
刘红梅夫妻和兄弟姊妹共同商议最佳治疗方案，征得
父母的意见，配合医生做好治疗。刘红梅父亲生病期
间，一直由丈夫在医院照顾，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医生、护士都以为是儿子在照顾老人。现在，刘红梅
和母亲、婆婆一起生活，下了班陪老人聊天，讲解电
视内容，聆听老人过去的事，感受父辈年轻时那个年
代生活的困苦与艰辛。

夫妻二人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定不让老人再
受半点委屈。刘红梅在家中为婆婆洗澡、剪发、剪指
甲，耐心细致。婆婆有个脚指甲扎趾，指甲变形变
厚，一走路就疼，每次刘红梅都耐心地为婆婆修剪。

夫妻二人每年都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无偿献血，

至今夫妻二人累计献血6000毫升。一家人还积极参加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服务社区邻里，关爱弱势群
体，参加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参加文明旅游系列公
益活动，在这些公益活动中贡献自己、温暖他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刘红梅带着儿子积极报名
参加“核酸检测，次次有我”活动，维护秩序，扫码
登记，服从示范区社区领导的安排调配。居民众多、
情况复杂的小区，她主动请缨前去扫码登记，和采集
医护人员做好配合工作。面对老人、儿童及上网课的
学生，她总能做到亲切有礼、帮扶优先。刘红梅的儿
子丁文宁说，每一次做公益帮助别人，他都觉得自己
很快乐。2022年，刘红梅和儿子丁文宁被示范区评为
优秀志愿者。

凡人微光，小事大爱。刘红梅家庭正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创造美丽和谐社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明家庭”刘红梅家庭：

孝老爱亲树美德 热心公益好榜样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戚丹青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在
传统雕刻艺术中，以刻瓷的难度最大，因此，
问津此技艺者寥若晨星，到了近代几近失
传。而我市的刻瓷艺人申世德，经过几十年
的坚持，使这一文化遗产得到再生和发展。

11月 14日，在我市著名的景点壮悔堂
前院的一处房间内，传来阵阵清脆的敲击
声。闻声寻来，只见一位老者手持微型小
锤和微型钢钎，戴着老花镜在盘子上认真
地“精雕细琢”。他就是申世德，中国刻瓷
艺术大师，“河南十杰工艺美术家”。

申世德生于 1950年，虞城人，出生于
一个书香世家。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酷爱
书法、绘画，20岁出头便在当地书画界小
有名气。青年时期的他在游览北京故宫
时，被美轮美奂的清代刻瓷艺术品所吸
引，从此与刻瓷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 70年代，申世德和山东的几位
美术爱好者发起成立了工艺美术厂，专门
从事刻瓷艺术的研究和刻绘，主要以刻陶
瓷盘为主，产品出口国外，盛极一时。

在研究刻瓷的过程中，申世德遇到了很

多难题。他一边求教名师，一边刻苦钻研，
别人还在熟睡，他已经起床开始练习了。
为了提高技艺，他刻坏的瓷器不计其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多年的勤
奋努力，申世德的刻瓷艺术达到了一个高
峰，他能刻立盘、卧盘、花瓶、瓷片、釉
面砖等十几个品种，还能刻出山水、人
物、走兽、花鸟虫鱼等。在微刻方面，他
能在仅1平方厘米的小印泥盒上刻出中国古
代仕女画、中国山水画、西洋画、人物肖
像、书法篆刻等。

为了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对于刻瓷
工具，申世德颇费了一番心思。起初，他
用钢钎刻，但因为钢的锐度不够，稍一用
力，瓷器就碎了。后来改用锋利的医用手
术刀刻，在瓷器上能刻出一条条浅浅的细
线，但无法上色。于是，他学习刻碑的方
法，用锤子砸钢钎刻，但效果仍然不理想。

最后，经过反复试验摸索，申世德找
到了合适的刻瓷工具：一把装有藤条的小
锤，两只特制的合金凿子，一把金刚石
刀。装有藤条是利用藤条的良好弹性，方

便操作。两只凿子一只是圆头的，用来表
现流畅浑厚的国画线条；另一只平头凿用
来刻国画的大片染色及西洋画的块面。在
刻画仕女方面，就必须使用金刚石刀了。

申世德介绍，刻瓷是集笔、墨、色、
刀为一体的传统艺术，“瓷赖画而显，画依
瓷而传，触有手感，观有笔墨。”要镌刻成
一件成功的瓷刻工艺品并非易事，因为瓷
器的釉面十分光滑，既硬又脆，稍有不慎
就会开裂，所以创作者要有深厚的绘画基
础和娴熟的镌刻技法，同时需要耐心与细
心，必须勤学苦练。“在瓷制品上雕字、凿
画，一下手就定型，无法修改。错使一分
力，釉面的裂缝就会使整个作品功亏一
篑。关键就在于工具的掌握上，技法必须
成熟，才能刻出来好的作品。”申世德说。

苦心人，天不负。申世德的刻瓷艺术
作品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河南省轻
工科技腾飞奖和轻工优秀新产品奖，在慕
尼黑第 34届手工艺品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
奖。他被河南省政府授予“河南十杰工艺
美术家”称号，其传略被收入《中国当代

人物工艺美术名人辞典》。他的部分刻瓷作
品以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远
销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菲律宾等
国家。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申世德
的刻瓷艺术品受到了国外友人的喜爱。李
德生将军看了申世德的刻瓷作品后称赞：

“方寸之间容万象，古朴典雅夺天工。”
申世德说，由于刻瓷难度大，极其难

学，学习起来需要有极强的耐性和恒心，
因此从事、学习这项技艺的人寥寥无几。
近 10 年来，申世德先后收了 100 多个徒
弟，但很多人都没有学成。

“瓷刻是纯手工制作，没有半点的机械
用工，非常费工费时，而生产出来的作品
往往不被世人所欣赏，因此带不来经济效
益。传承这项国粹，需要耐得住清贫。我
热爱刻瓷艺术，我要继续创作下去，让古老
的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申世德说。

如今，73岁的申世德依然从事刻瓷艺
术的研究，并且积极教徒育人。每天，他
的工作室里，总是传出悦耳的刻瓷声，那
琳琅满目的刻瓷作品更是令参观者赞叹。

“河南十杰工艺美术家”申世德

以瓷为纸 手刻丹青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胡明在展示其剪纸绝技。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摄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余方义） 11
月 12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铁骑大队队员接到
群众求助：一男子 3根手指不慎被机器意外切
断，急需前往医院进行断指再接救治。

情况紧急，铁骑队员在市南京路与清凉大
道交叉口与求助车辆会合后，以最快速度护航
赶往医院，途中执勤交警配合疏导交通。在铁
骑队员的努力下，平时 40多分钟的路程，仅用
时15分钟就到达了医院。

受伤男子得到及时救治，家属激动得连声
向铁骑队员感谢。据悉，男子断指已被成功接
上，目前正在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一男子手指被机器切断
铁骑队员紧急护送就医

本报讯（记者 王 冰）近日，市公安局梁
园分局八八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热心群众报
警，称在梁园区青年路与健康路交叉口附近，
有一位老人逗留徘徊已久，疑似迷路找不到家。

接警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首先安抚老
人情绪，待老人情绪稳定后，又与老人耐心沟
通。经询问得知，老人已经 83岁高龄了，当天
独自一人出来散步，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
也不记得家里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

民警分析老人步行不会走出过远距离，应
该是在周围居住，于是从周围小区开始走访调
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联系上了老人
的女儿，获取到了老人的具体家庭住址。

此时天色已晚，民警担心老人再次迷路，
便将老人扶上警车安全送回家中。

老人外出遛弯迷路
民警暖心护送回家

11月14日上午，恒大名都小区，消防员向围观群
众演示油锅起火如何正确扑灭。当日，商丘市消防救援支
队开展丰富多彩的“119”消防宣传进社区活动。据了解，
今年消防宣传月期间，市各级消防部门广泛开展消防宣
传“五进”、灭火疏散逃生、消防培训演练等活动。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通讯员 张 岩 摄

初冬时节，昼短夜长，人们的室内活
动时间增加，此时养些绿植花卉既能调节
空气质量又养心养眼。在我市睢阳大道南
段的世纪花卉市场里，蝴蝶兰和月季花争
奇斗艳，结满金色果实的观赏桔和少见的
南美植物铁兰 （学名紫凤梨） 等稀有花卉
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买花已成为冬季里
市民休闲的新时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