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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民政部对
中华文化促进会作出停止活动 3个
月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235万元的行
政处罚。

据了解，中华文化促进会主要
违法事实如下：一是该会分支机构

“朗读专业委员会”与非法社会组
织“全民悦读全国阅读会联盟”共
同举办“全民悦读朗读大会暨青少
年朗读课文大会”，期间违规开展

评比表彰活动并收取费用，违法所
得 53 万元；二是该会向其下设的
19家分支机构违规收取管理费，违
法所得 182 万元。上述两项违规收
费行为违法所得共计 235万元。

依据《社会 团 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相 关 规 定 ，民 政 部 对 中 华 文
化促进会作出停止活动 3 个月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235 万元的行政
处 罚 。同 时 依 据《社 会 组 织 信 用

信 息 管 理 办 法》的 规 定 ，将 中 华
文 化 促 进 会 列 入 社 会 组 织 严 重
违法失信名单。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民政部持
续加大对社会组织违规收费行为
的查处力度，坚决遏制社会组织违
规开展评比表彰活动、违规设立分
支机构并借此牟利的乱象。同时，
民政部告诫广大社会组织，应切实
提高政策法规意识，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不得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
活动，不得向评选对象收取或变相
收取任何费用，不得向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收取管理费。

民政部将坚持对社会组织各
类违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对心存侥幸、知法
犯法的社会组织，依法从严处罚，
切实维护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序，
营造健康发展环境。

停止活动3个月！中华文化促进会被处罚

据新华社电 为充分展示网络
文学“建党百年”主题创作成果，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日前举行重
点网站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联展启
动仪式，564 部优秀网络文学作品
将通过线上向读者免费开放。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日前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网络文学“百
年百部”系列活动的相关情况。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何弘
在发布会上介绍说，重点网站优秀
网络文学作品联展是系列活动的
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组织国内 30余
家重点网站，遴选出一批反映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优秀网络
文学作品，以线上联展的形式向广
大读者免费开放。

参 与 联 展 的 网 络 文 学 作 品
中 ，既有《浩荡》《大国重工》《复

兴 之 路》等 反 映 党 领 导 人 民 建
立 建 设 新 中 国 、进 行 改 革 开 放 、
凝 心 聚 力 实 现 中 国 梦 的 宏 大 题
材 作 品 ；也 有 书 写 将 个 人 梦 想
融 入 民 族 复 兴 伟 业 中 的 平 凡 劳
动 者 的 故 事 ，如《特 别 的 归 乡
者》《朝 阳 警 事》《你 好 消 防 员》
等 ；还 有《冲 吧 ，丹 娘》《血 火 流
觞》《秋 江 梦 忆》等 优 秀 革 命 历
史题材作品。

“网络文学历经 20 多年快速
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作用和影响越来越
大。”何弘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中国作协网络文
学中心组织网络文学“百年百部”
系列活动，引导广大网络作家创
作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历程的精品力作，展示网络文学
创作成就。

564部“建党百年”主题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线上免费开放
据新华社电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

的 2021 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
演播活动近日启幕，为广大观众奉上国
家级“云端”艺术盛宴。

本次演播活动紧紧围绕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主题主线，重点推出围绕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创作的优秀作品，其中，既有“以小见
大”记录脱贫攻坚伟大历程的彩调剧

《新刘三姐》、豫剧《重渡沟》、花鼓戏《桃
花烟雨》等，也有聚焦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民族歌剧《天使日记》；既有革命题
材作品如话剧《三湾，那一夜》、民族歌
剧《沂蒙山》、芭蕾舞剧《八女投江》等。

演播活动推出 36 部优秀作品，精
选自文化和旅游部近年来实施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
品创作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
持工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
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
扶持计划等，涵盖多个艺术门类。全国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有剧
目参演。

文化和旅游部以36部好戏
打造国家级“云端”艺术盛宴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河南省嵩山风
景名胜区管委会获悉，嵩山景区内宗教场
所（少林寺常住院、中岳庙、法王寺）日前有
序恢复开放。

据了解，景区内宗教场所有序开放后，
嵩山景区门票恢复正常价格。景区实行实
时游客量控制，日接待量原则上不超过景
区核定最大承载量的75%。游客均需携带

身份证，佩戴口罩，扫描“健康码”，体温高
于37.2℃的人员严禁入园。

此外，“中国第一古刹”洛阳白马寺也
恢复对外开放。白马寺发布公告称，将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保障开放的安全和有序。

此前，为配合疫情防控要求，嵩山
景区内宗教场所和洛阳白马寺宣布从
2021年 1月 13日起暂停对外开放。

河南少林寺、白马寺等宗教场所
恢复开放

清代的帝王中，很多人都对书法创
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以康熙、雍正、
乾隆三位皇帝的书法最好。沈阳故宫馆
藏的多位清代帝王创作书法作品，让后
人大饱眼福。

清朝共有 12 位皇帝，沈阳故宫不仅
是清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三位
皇帝使用的宫殿，是清入关后康熙、乾隆、
嘉庆和道光四位皇帝东巡祭祖驻跸的行
宫，更是珍藏皇家珍宝的重要场所。在清
代，曾经有近 20 万件的清宫御用物品和
内府秘籍，从北京移送这里贮藏，沈阳故
宫是与北京宫苑和热河行宫齐名的清代
皇家三大文物宝库之一。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说，清代
帝王历来重视书画艺术的学习与创作，在
汉文化的大背景下，勤习书画成为宫廷风
尚，皇族尤其如此。清代帝王书画各具风
格，特色鲜明，其存世作品较为丰富，是沈
阳故宫的重要收藏之一。

李声能说，康熙皇帝能书善画。但是
现在他的绘画作品极其少见，书法作品存
世数量也不算多。

沈阳故宫馆藏“清玄烨临董其昌行书
诗轴”洒金蜡笺绫本。右上引首钤篆文白
文“渊鉴斋”长圆印，行书写诗一首，全诗
为：“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
武，驾驭必英雄。”诗后署款“临董其昌”，
下钤篆书朱文“康熙宸翰”“敕几清宴”二
方印。

康熙皇帝曾经说过：“朕自幼好临池,
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
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
亦性之所好。”康熙尤好明代董其昌的书
法,所以字也从董书,兼取各家，并直接影
响和引领了当时的书风走向，使清初书坛
弥漫着董派的流风余韵。

“雍正皇帝从小受到汉文化教育，其
书法追随其父康熙，又取法赵孟頫和董其
昌，以行书、草书为最佳，字如其人，流畅
和美之余气势宏伟，彰显一代铁腕帝王的
强权气概。”李声能说。

雍正皇帝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少，沈阳
故宫馆藏的“胤禛行书平安如意轴”更是
帝王书法中寓意最为吉祥的作品。此外，
沈阳故宫馆藏的“胤禛草书戊申除夕守
岁诗轴”绢本也是雍正皇帝的作品。全
诗为：“送腊建新节，年过半百初。道心随
只逢，人欲逆时除。宝鼎焚香霭，瑶阶瑞
雪馀。感信无裕兆，大有雪顿书。”诗后署
款“雍正戊申除夕守岁之作”，下钤二印

“雍正宸翰”“朝乾夕阳”。引首“为君难”
双龙印。

李声能说，乾隆皇帝的书画在清代帝
王书画中占据了最大数量，尤以书法数量
更为庞大。除了大量的即兴诗文和临古之
作的卷轴外，更有难以计数的对联、匾额。
其书法主要取法赵孟頫的秀媚瑰丽，并影
响和带动了整个宫廷书法的审美取向。

（据新华社电）

沈阳故宫馆藏帝王书法：

你看哪位皇帝字好？
石永苓（左）和农户在大棚内查看农作物生长情

况（3月1日摄）。
“全国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获得者石永苓，是一

名扎根乡村的巾帼创业者。20多年前，石永苓从河北
老家嫁到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镇董家庄村，在这里
不仅组建了家庭，更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2000年，石永苓和丈夫一起靠着2万元的小额贷
款建起蔬菜大棚，从种菜开始逐步走上致富路。2006
年，石永苓在村上成立天津市春蕊蔬菜专业合作社，
从几十户社员发展到现在的 159户社员。2013年，她
成立春蔬园（天津）生态农业旅游有限公司，把目光投
向更广的领域，从种植玫瑰、菊花等食用花卉开始，用
几年时间发展成一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018
年，石永苓还担任天津市武清区女企业家协会副会
长，带头解决村里妇女“家门口就业”的问题。

如今，石永苓的食用花卉种植基地已达到 120
亩，并借助独特的区位优势，走上集“种植体验+产品
售卖+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振兴路。 新华社发

日前，庄桂淦在辅导寄宿的孩子
上晚自习。

春风吹绿大山，童声唤醒校园。随
着春季开学，闽北政和县大山深处的
西津畲族小学校长庄桂淦与妻子梁纯
爱开始忙碌起来，敦促孩子们起床，帮
着低年级的孩子穿衣，带领孩子们扫
除，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为了校园里
的孩子们，庄桂淦已守过 47个春秋。

这所被称为“留守儿童之家”的山区
小学是福建南平唯一一所村级寄宿制小
学。当地外出务工者多，在读的160多个
学生中过半数是留守儿童，有83个寄宿
生，70多个来自单亲家庭。年过六旬的庄
桂淦是校长，也是既管学习又管生活的
保姆大家长，身后默默支持的妻子梁纯

爱则负责孩子们的伙食与日常照料，被孩
子们亲切地唤作“校长爷爷”、“梁奶奶”。

多年前，庄桂淦和同为教师的妻子梁
纯爱收留了几个全托的留守儿童。消息
传出，远近的困难家庭不断地把孩子送
来，从 10多个到 80多个，算下来，这些
年大概约2000名留守儿童从这里毕业。
今年又多了几个新转学来的外来务工
者子女。学校床位供不应求，于是庄桂
淦设置了一个特殊“门槛”：谁家更困
难，就先接纳谁家的孩子。

多年来，这所寄宿小学得到党和
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与资助，校园
环境及师资教学不断优化，为山区留
守儿童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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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于冬进行木
屑剪雕创作
（图片来源中新）

长凳上，一把刨刀贴木，或左右推滑，
或上下滚皮；与凿刀、锉刀、卷刀及量具、砂
纸、手工锯一道，先成型为胚，再镌凿圆弧，
打磨滚丝，嫁接木屑，终清漆于上……在浙
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箬横镇的“50后”民间艺
人江于冬手中，木屑剪雕工艺品《双龙抢珠》
呼之欲出。

作为木雕工艺的衍生技艺，木屑剪雕
在温岭箬横当地曾一度盛行，是民间民俗
活动中的必需品，也是居家装饰、图吉纳祥
的典雅之物。

江于冬生于木雕世家，他介绍道，木屑
剪雕一改传统木雕工艺品静态之貌，以木
屑添骨、浮面，并在光电力学的作用下，可达
到触之既能动、遇风亦能动的效果。

初识木屑剪雕，让江于冬记忆犹新。
“我爷爷曾经在大户人家帮工时，看着满地

剩下的木屑废料，有点心疼，就偷偷把一些
木料废角和木屑带了回来，开始琢磨怎样
制成可卖的工艺品。”他说，在祖父江再能
接连数月的努力下，第一件作品出炉了。

“当时摆在街面摊位上，风一吹，那只动物
就动了起来。”

奇物惹人爱，奇事遍地传，江再能开始
了木雕工艺品制作之路。此后，江于冬的父
亲江志生子承父业，并置办起木雕小店铺。

江于冬说，父亲的想法比较多，并运用
到家具上面。“普通的木雕家具都以静态图
案为主，父亲的木雕工艺还能拆卸，按季配
套各式花草。如家里的四方桌，春季换上杜
鹃花，夏季换上荷花……花体用木屑精加
工，触之能动，非常形象。”

从小看着父亲的技艺，江于冬很是欢
喜，也主动跟着学了起来。到十来岁时，他

就基本掌握了雕刻人物、花草、鸟虫等木雕
工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木雕工艺只掌
握在少数人手中。江于冬也不例外，当时，他
作为个体从业者，备受供销社等机构的青
睐，所制作的木屑剪雕与普通木雕制品放
在一处，总被优先抢购一空。

1984年，32岁的江于冬渐渐发现市面
上的机械式木雕产品。为此，他决定跟随镇
里的工程队到杭州进修发展。因工作需要，
他要常常深入一线，监督木匠工人，并跟着
老师傅学习机械木雕技艺。

这时，江于冬遇到了与祖父江再能同
样的现象：建筑装潢时木匠工人粗放进行
木制加工，导致大量的木料被浪费，所产生
的木屑更是不计其数。

在杭州的那段经历，让他坚定了木屑
剪雕的从业信心。其妻子张自行说，“那时，
他每天搜罗工艺美术的书籍，又遍地奔波
于各个建筑装潢施工场地，那些在别人眼
中是废料的木屑、木角，他都悉数拿回家，这
些东西叠起来跟小山差不多。”

1986年，学成归来的江于冬在老家开
办了箬横工艺美术制品厂，并开始招工、收
徒，生意蒸蒸日上。翌年，浙江省个体名特优
新产品展评会开展在即，他的木屑剪雕以
别于普通木雕成为列选对象。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江于冬选择了“双
龙抢珠”这一主题。他认为，要想把这件作品
做好，必须在外部上优于普通木雕，在细节
上体现动感，再配套上新兴的电动机，让整

件作品的“抢”字发挥到淋漓极致。
1987 年 11 月，江于冬成功了。他的木

屑剪雕工艺品《双龙抢珠》一登台，先是给
人一吓，两条龙的头部略微忸怩起来，龙须
上下摆动，极具形象；再是给人一惊，两张
龙嘴缓缓张开，在电动机的帮助下，吞云吐
雾，令龙珠转动，极富动感。这一作品最终
获省级大奖。

江于冬深信，让作品真正活起来了，其
功劳应来自于木屑。在此后数十年间，他开
始不断钻研木屑与木雕的美学关系，并大
量收集楠木、樟木等各种树型资料，对其木
屑进行科学分析，逐渐实现木制品从整体
静态雕刻向局部动态衔接的转变。

以其近年创作的《龙凤呈祥》木屑剪雕
工艺品为例，该作品描述了 7只河虾嬉戏的
场景。“别看作品不大，但花费了足足有半个
月的工时。虾身用楠木进行雕刻的，虾足用
红木木屑进行拼接的，虾须用樟木木屑进
行嵌接的。特别是虾须，每一根都细如发丝，
稍一触摸，整只虾就会略动起来。”他说。

走进江于冬的创作室，随处可见人物、
花草、鸟虫的木屑剪雕，但他却存有忧虑。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这门技艺，木
屑剪雕也到了濒临消失的地步。”他表示，如
有人想学，他都能免费传授。“我只希望这门
活的木雕技艺不要在我这一代失传了。”

(中 新)

““保姆校长保姆校长””为大山留守儿童为大山留守儿童
撑起爱的天空撑起爱的天空

听传承讲故事听传承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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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样人生样人生
从农民工到企业家的乡村女强人从农民工到企业家的乡村女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