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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7

本报3月21日讯(记者 韩杰杰)20日，在
一场以“精雕细琢 唯质传承”为主题的文
化传承活动中，数位民间艺术大师齐聚一
堂，就潍坊民间艺术传承展开讨论，其中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绪德现场收徒
五人。他说，他之所以收这么多徒弟，就是
怕这门手艺不能好好传承下去。

潍坊的民间艺术，像核雕、嵌银、仿古
铜、年画、铜印、风筝、剪纸等享誉中外。但
是，近年来，艺人队伍逐渐老化，加之很多
民间艺术经济效益不理想，难以吸引年轻
一代，艺人数量不断减少。

活动中，五位核雕爱好者向核雕艺术
大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王绪德进行了拜师仪式。王绪德今年已70

岁，从事核雕40余年，在业内享有盛名。行
完拜师礼后的史同刚说，他核雕的过程
中，有人建议他应该创新，但是还没有琢
磨透这门手艺又该如何创新？现在有了老
师，核雕中的疑问就能解决了。

王老说，他如今已正式收徒16人，还

有一些爱好者也过来跟着学，到这个年岁
还收这么多徒弟就是怕这门手艺失传了，
不能好好传承下去。他很愿意将毕生的积
累及所学传授给下一代的人，最近他正在
将自己和其他艺人在核雕生涯中的心得、
经验和体会进行积累和编纂，给更多爱好
这门艺术的年轻人提供帮助。

参加民间艺术传承活动的还有面塑、
铜印雕刻、刺绣、红木嵌银等领域的艺术
大师。后继无人是不少老艺人的烦恼，找
个肯吃苦、有悟性的好徒弟太难了。山东
工艺美术大师王琴说，就面塑来说，喜欢
的人不少，但因为手工的东西经济效益不
是很理想，因此愿意潜心发扬、研究的人
还是少。她说现在政府也很重视民间艺
术，她希望面塑将来也能走进课堂，让更
多人接触从而发掘出兴趣。

有专家认为，应该形成对艺人的保护
机制，加强市场引导，避免侵权问题的产
生，再者民间工艺要进入市场，以求更好
地传承。

核雕大师王绪德昨收五徒弟
后继无人仍是不少老艺人最大烦恼

传递十一年的爱心接力
潍坊学院大学生与盲校学生一对一结对子帮扶
本报记者 李涛 于潇潇

在潍坊学院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活跃着这样一支年轻的爱心志愿者，一届届老生毕
业、一届届新生入学，但爱心不变，自2001年起大学生志愿者们与盲校结成对子，为盲童捐
款，一对一进行亲情交流，这份爱心已经坚持了11年，并将继续坚持下去。

回想起对潍坊盲校学
生的爱心帮扶，潍坊学院数
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团总支
书记、辅导员办公室主任郑
栋鹏作为活动发起者陷入
深深地回忆。

当时的物理与光电工
程学院还没有成立，仅仅
是一个拥有三四百学生的
物理系，郑栋鹏负责物理
系团总支工作。2001年，恰
逢学雷锋活动月，各个院
系都在考虑如何开展学雷
锋活动。系学生会的同学
也都忙着联系单位开展学

雷锋活动，而就在此时，
有学生建言盲校的学生学
习生活都比较困难，可以
组 织 系 里 学 生 为 他 们 捐
款，帮助他们洗衣服，分
担生活中的困难，发言一
出，得到全体同学支持。

随即，物理系以团总
支学生会的名义发出“少
上 一 次 网 、 少 吃 一 支 雪
糕、帮残助学奉献爱心”
活动倡议书。倡议书发出
后得到同学的一致响应，
捐 款 近 两 千 元 。 与 此 同
时，学生代表到盲校为盲

童洗衣服、聊天。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仲明礼回想
起第一次到盲校的场景至
今难忘，当时的潍坊盲校
校 址 就 在 现 在 的 人 民 广
场，学校老师、大学生志
愿者到达盲校后，看到盲
校老师们以一种超出寻常
的 爱 对 盲 童 进 行 教 育 教
学，盲童对知识的那种渴
求，大家深受感动。

“当时的物理系就是师
范性质比较强，主要是培养
物理老师的，而盲校老师的

这种无私的爱深深地打动
了每一位学生、老师。盲童
的那种对知识和精神的渴
求，让人心里感觉特别敞
亮、非常美，让我们的思想
得到一次升华。当时我们每
个人心里就暗自决定，以后
要不定时到盲校学习，也为
盲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情。”仲明礼表示，盲校的学
生因为身体某方面的缺陷，
导致内心比较封闭，与人缺
少沟通，作为正常人有责任
也有义务，为这些孩子做力
所能及的事情。

每一次接触都是一次心灵洗礼
部队转业后在潍坊学

院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担
任辅导员的王国栋老师已
连续参加了三年爱心帮扶
活动，在今年的爱心帮扶活
动中，王国栋还带上了自己
的女儿一起去盲校进行爱
心活动，王老师的妻子还特
地为盲童准备了衣物。

王国栋告诉记者，每一
次与盲童的接触都是一次
心灵的洗礼。他第一年参加
活动时，盲童们为了表达感
激之情，用所学的按摩手艺
为老师和志愿者按摩；而当
他第二次去参加活动时，盲

童们凭声音一口就喊出了
王老师的名字。而当活动结
束后，当他带领学生返回学
校后，盲童们打来电话问他
们安全到校了没。“当时我
的心情很复杂，一股暖流在
内心缓缓流淌，我们就是进
行了一次爱心活动，这些盲
童们就将我们当成亲人一
样对待，非常的感动。”

电子科技班的大三学
生蔺君记得，孩子们对一
切事物都很好奇。大一时
去盲校，孩子们围着他问
收音机的相关问题，到了
大三，孩子们则开始好奇

手机怎么用，问个不停。
“这些孩子大多很聪

明，对外面的世界有强烈
的好奇心，却受身体和家
庭 条 件 的 限 制 无 法 走 出
去。”周升磊说，由于这
个原因，有一小部分孩子
心理压抑。他曾接到一个
孩子的电话，这个孩子家
庭比较贫困，她告诉周升
磊，自己心里很压抑，成
晚睡不着觉，感觉得了抑
郁症。

盲校缺少专职的心理
教师，没办法对孩子们进
行专业的心理疏导，周升

磊对此特别关注，采访中
他一再问记者，能不能呼
吁一下，心理疏导对盲孩
子很重要。

蔺君则注意到，孩子
们的学习用品比较缺乏。
他们用的作业纸较贵，一
张纸就要一毛五分钱，这
给贫困的家庭造成负担。
孩子们大多舍不得用作业
纸，找其他的挂历纸、烟
盒等进行课业练习。蔺君
说，如果市民们能把家里
上一年的挂历纸留下来捐
给盲校，这对孩子们会是
一笔很大的财富。

爱心接力永远传递下去
如今潍坊学院物理系

已发展成物理与光电工程
学院，学生一波波地成长，
学院领导也换了好几届，而
这种爱心接力却一直延续
了下来。

潍坊学院物理与光电
工程学院团总支书记、辅导
员办公室主任贺志波表示，
学院每年都会在学雷锋月

为盲童组织一次捐款，其他
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帮扶活
动，如修理电子产品、陪盲
童聊天、带领盲童逛公园感
受外面的世界等。

贺志波称，学院组织全
院师生为潍坊盲童学校的
孩子们进行爱心捐款，钱尽
管不是很多，却凝聚了师生
们对盲童们的关爱。今后这

种爱心接力将常态化，在大
学生发展政策等方面给与
支持，帮残助学活动会像接
力比赛一样，在一届届的学
生中传下去。

潍坊盲校家教处主任
程建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
大学生们的爱心接力非常
感激。程建华称，盲校的学
生都住校，受身体所限，外

出活动时间很少，与社会人
员接触较少。而学校受师资
所限，很多事情并不能面面
俱到。大学生到来一方面为
盲童带来社会信息，还进行
内心交流，增加了盲童的生
存信心，也锻炼了他们的社
会交往能力。

如今，潍坊盲校已成为
潍坊学院德育实践基地。

大大学学生生志志愿愿者者帮帮助助盲盲童童进进行行课课业业辅辅导导。。

大大学学生生志志愿愿者者与与盲盲童童一一起起做做游游戏戏。。

大大学学生生志志愿愿者者与与盲盲童童一一起起做做游游戏戏。。

大大学学生生志志愿愿者者在在打打扫扫卫卫生生。。

一次学雷锋促成爱心接力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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