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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文化和经济深入融合，才能更好地
激发嵩山木雕文化的活力。近几年，为了传
承、发展木雕文化，王振北开始尝试把一些
作品推向市场，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

结合嵩山文化和黄河文化，近年来，王振北
还创作出了《锦绣河山》木雕系列作品，并打
算把它作为河南地域文化纪念品，采取成
果复制、量化生产等方式进行推广。目前，

他还在积极筹备，准备出版《嵩山木雕》一
书。王振北说：“我愿为嵩山木雕传承与发
展铺好路，为当代匠师的精神增光添辉，付
出我自己的毕生精力。”

登封首届诗词大赛
总决赛举行

本报讯 11月 6日，由登封市教
育局主办、登封市新华书店承办的首
届诗词大赛总决赛拉开帷幕。现场，
来自登封各个小学的学生及家长，按
照年级划分为6个方阵进行总决赛的
精彩角逐。据了解，本届诗词大赛共
有 110所学校、39141名学生和 38201
名家长参与比赛。此次比赛打破以
往传统比赛形式，采用线上线下答题
的模式，通过方阵答题、积分赛、飞花
令丰富多彩的比赛形式。最终，杨明
鑫、贾梓轩等6名小学生脱颖而出，分
别获得首届诗词大赛的金奖、银奖、
铜奖。
登封融媒记者 崔帅 王晓慧

唐庄镇电商直播培训
助力镇域经济发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脱贫攻坚
持续向前，全面助力镇域经济发展，
近日，登封市唐庄镇邀请郑州市知名
院校电商直播营销老师对该镇全体
机关干部、村“两委”成员、群众代表
等开展电商直播技能培训会。培训
普及了当下流行的电商营销模式、网
络直播注意事项等。此次技能培训，
加强了与会人员对电商营销的认识，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助力
镇域经济强劲发展。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刘沟村表彰“道德模范”
倡树时代新风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徐庄镇刘
沟村第十一届“道德模范”先进个人
表彰活动在新村广场举行。活动对
一年来涌现出的“好婆婆、好媳妇、文
明家庭、文明卫生示范户、新乡贤、创
业致富带头人、新时代好少年”等 36
名群众进行集中表彰，颁发荣誉证书
和纪念品。活动倡议全村干部群众
继续发扬好民风、好传统，以先进典
型为榜样，倡树时代新风。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宣化镇
举行“戴口罩齐行动”活动

本报讯 11月 9日，登封市宣化
镇在该镇文化广场举行“戴口罩·严
防控·全民齐行动”活动，引导干部群
众重视并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现场，
爱心企业向环卫工捐赠了口罩，志愿
者及辖区居民纷纷在疫情防控承诺
签名墙上签名。此次活动旨在让更多
人全力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引
导辖区群众常态化防护意识和养成
“戴口罩、勤洗手”的生活习惯。
登封融媒记者 张伶俐

嵩山木雕传承人王振北：
让木头在刀尖下栩栩如生

在登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嵩山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
王振北，数十年如一日，以极致的
态度对木雕进行精雕细琢,用独
特的刻刀技艺去展示嵩山木雕的
文化魅力，以专注的工匠精神传
承着嵩山木雕、传播着嵩山文化。
登封融媒记者
吴迪 张伶俐 文/图

走进嵩山木雕研究所，房间里摆满大
大小小的木雕作品，《当代火神——钟南
山》当即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王振北介
绍，今年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隔离的时
候，从新闻中得知，钟南山院士在国家危
难时刻第一时间奔赴一线，他深受感动，
产生了创作木雕《当代火神——钟南山》
作品的念头。从5月份开始，《当代火神——

钟南山》这一木雕作品参加了多场展示，
获得了很多奖项。

从事木雕创作 30余年来，王振北以
刀为笔，雕琢匠心，将北方木雕的粗犷和
南方木雕的精细有机结合，吸纳古建筑中
木雕的精髓，形成了当前木雕界“南有东
阳木雕，北有嵩山木雕”的格局。

雕刻中，无论从题材名称、创作理念、

文化内涵，还是外观审美、选材、刀工、刀
法等，王振北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对木
雕艺术的执着和潜心投入，让王振北的作
品大放异彩。《喜迎回归》获全国民间工艺
美术书法大展特别金奖，《腾辉》获中国艺
坛名师精品大典金奖。2017年，《道合景
明》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王振北本人也
被评为“2019影响郑州十大文化人物”。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嵩山木雕艺
术，2006年，王振北和一些民间雕刻艺人
同心协力，成立了登封市嵩山木雕艺术研
究所，对嵩山木雕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
搜集、整理、保护、传承、研究、宣传等，并

多次举办嵩山木雕成果展、座谈会、研讨
会、论坛，填补了嵩山木雕艺术传承的历
史空白。

2018年以来，王振北又带领嵩山木
雕艺术研究所同事们开展了“非遗进

社区”“非遗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通
过公益课堂免费培训，不遗余力地将
自己的心得和技艺传授给喜爱木雕
的年轻人，让嵩山木雕这一技艺传承
下去。

产学研结合发展嵩山木雕产业

在守望中发展

登封好媳妇王双利：瘦弱肩膀撑起全家十二载
在登封市石道乡许韩村，有这样一个

人，面对两次遭遇车祸生活不能自理的丈
夫，患有老年痴呆的公公，多年哮喘的婆
婆，两个年幼的孩子，从28岁起，她用瘦弱
的肩膀扛起整个家庭，一直坚持10余年。

她叫王双利，是个 80后，原本公婆健
康，儿女双全，一家人虽不富裕，却也过着
平静和美的生活。没想到，12年前的车祸，
彻底打破了这个家的平静。2008年初，她
的丈夫上夜班途中遭遇车祸，连人带车翻
进山沟里。在医院里看到受伤严重的丈
夫，年仅28岁的王双利感觉像天塌了一样，
如果丈夫倒下了，全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经过近半年的治疗，丈夫的病情得到
控制，出院在家恢复，但是由于大脑神经受
损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在王双利的精心
照料下，一年后丈夫身体有了好转，为了减
轻家庭负担，她就在家附近找个活儿干。
可没想到，丈夫又一次出了车祸，脑部再次
受伤。万念俱灰的王双利仰天大哭，感叹

命运的不公，她也想过放弃，但做人最起码
的良知告诉她，身为人妻，不能在丈夫最需
要自己的时候离开他；身为人媳，不能在
家庭最困难的时候一走了之。如果她走
了，这个家真就散了，年迈的公公婆婆怎
么办？病床上的丈夫谁来管？年幼的儿
女谁来养？她要坚强起来，她要把这个不
幸的家支撑起来。在家喂猪、自学嫁接技
术、打零工等，她想尽一切办法养活这一
家人。

今年中秋节前后，患老年痴呆的公公
不慎摔倒后就不能再起床了。王双利身
上的负担更重了，下班回家后，即便再累，
她都要给公公喂饭、擦屎刮尿。除此之
外，她还要照顾患多年哮喘的婆婆。

祸不单行。2014年，常年劳累的王双
利被确诊右肾功能丧失，医生告诉她不能
干重活了。由于车间实行的是计件制，为
了多赚钱，作为家里顶梁柱的她别无选
择，每天早出晚归，连轴转，有时她也想过

调到轻松点的岗位工作，但微薄的工资根
本不够家里开销，只能坚持在车间工
作。因为她相信，这个家在经历了这么
多磨难以后，日子一定会好起来。

时间长了，村里人都知道了王双利
这个好媳妇，大家经常对王双利的婆婆
说，你找个这么好的媳妇，要是换成别
人，早就走人了。对此，王双利说：“我没
觉得自己多了不起，我只是做了为人媳、
为人妻、为人母应做的本分。”

面对王双利家的不幸，许韩村委也
经常上门走访帮扶，村委主任温国州说：
“王双利家是村里 2016年的贫困户，按照
上级政策，在医疗、儿女上学方面我们积
极为她申请政策上的帮扶。如今虽说她
家已脱贫，但公公患病卧床不起，丈夫车
祸后脑部受损，婆婆有哮喘，家里还有两
个学生，不能前脚刚脱贫又因病返贫，村
里会继续给予帮助和照顾。”
登封融媒记者 吴迪 朱耀辉

在传承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