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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街道盖云台村金婚夫妇盖敬德和张秀兰

剪剪纸纸二二十十余余年年，，装装饰饰了了整整个个村村

二老的农家小院里有
剪 纸 的 专 属 房 间 ，屋 不
大，两面墙壁上却都挂满
了剪纸，我们笑称为老人
的“农家画坊”。屋正中的
玻璃桌上，还摆放了一些
还未完成的作品，有各式
腾云驾雾的龙，也有吉祥
的 龙 凤 嬉 戏 、美 丽 的 牡
丹、戏水的鸳鸯、艳丽的
孔雀等。

盖敬德说，旧时人们

过春节，未必都能买得起
鞭炮，穷人家就喜欢燃烧
竹 子 ，烧 起 来 噼 里 啪 啦
响，这就叫‘竹报平安’。
因此在剪纸中，竹子就寓
意平安。从花鸟虫鱼、山
水草木、民俗生活再到人
物故事，这些题材也大多
以大红色为主，是一种扑
面而来的喜庆。

串门的邻居介绍，盖
敬德老两口是 4 0年的老

鞋匠了，他平时和老伴给
大家缝鞋、补衣、修拉链。
老两口还常年去孙武养老
院给老人免费修鞋。随着
孩子们成家立业，家里只
剩下老两口生活，他们就
合计着剪纸“乐享”晚年。
盖敬德老人负责绘图，张
秀兰老人负责裁剪，从小
花小草到复杂的图案，晚
年生活在描描、画画、裁
裁、剪剪中变得有味道。

8月27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孙武街道盖云台村，见到了71岁的盖敬德与72岁的
张秀兰夫妇，已是金婚的他们在二十多年里剪纸不辍，练就一手绝活。从“游龙
惊凤”到“戏水鸳鸯”，从“毛主席画像”到“十八大题材”，二老的剪纸花样繁多，
精彩纷呈。四邻都喜爱他们的剪纸，纷纷“抢来”贴到了墙上、窗上、门上，于是剪
纸就装饰了整个村。

张秀兰大娘正在剪纸。 盖敬德老人介绍剪纸。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峰 见习记者 王文彬 通讯员 田晓剑

盖静德说，他特别想
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儿子、
女儿推说剪纸麻烦，工作
太忙，于是收徒之事一拖
好多年。老人家有些怅然，
说一幅作品往往需要剪几
个小时甚至几天，年轻人

性子急耐不住，没有决心、
恒心。因此，剪纸大多成了
老年人的“专利”。

在有关部门协调支持
下，二老开始走进中小学
生课堂，来到文化站、文化
大院里，将剪纸免费送给

友人。去年，老人家的剪纸
参加了县里组织的非物质
文化展览活动，透出一股
别样的韵味。“自己剪纸是
爱好，可以养心，让小孩子
学剪纸为的是传承，让它
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老两口结婚已52年，
他们从小便相识，从恋人
到夫妻，相濡以沫，互相
搀扶。问及保持夫妻感情
的秘诀，老人家则说，相
互尊敬相互关心是感情美
满的关键。

二老说，他们都是手
艺人，剪纸可以养心，也可
以为晚年的夕阳留下一些

剪影。一有时间，老两口就
坐在窗前，伴着轻音乐、戏
曲，开始构图、造型、裁剪、
装裱、张贴。完成了一幅，
张秀兰老人总会小心翼翼
地把它压好放入行李箱。
采访当日，正值雨过天晴，
早晨暖暖的阳光透过玻璃
照射在身上，两位老人一
边剪纸一边闲聊，留下两

个安静的剪影。
“学习剪纸需要细心

和 耐 心 ，能 让 人 静 下 心
来 。”盖 敬 德 说 ，一 把 剪
刀，一张彩纸，可以描绘
的景物却无穷无尽。逢年
过节，四里八乡的群众都
会慕名上门求“画”，或是
为了装饰新房，或是为了
增添年味。

从游龙惊凤到戏水鸳鸯，“农家画坊”一派喜庆

剪纸可以养心，也可为晚年留下一些剪影

走进中小学课堂，希望剪纸能传承下去

惠民联社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
为加强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知识的

了解，进一步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惠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9月1日
起，在全县27家营业网点全面开展起

“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活动，以
“心贴心的服务，手握手的承诺”为主
线，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宣传个人贷
款、银行理财、电子银行、自助银行等八
项重点业务知识。在各网点设立专人
宣传服务区，为前来咨询的消费者答
疑解惑，并发放相关业务的宣传折页。

为加强宣传效果，营造浓厚的宣传氛
围，全县营业网点通过LED电子显示屏
滚动播放宣传口号，营业室内部运用
平板电视播放宣传影片，张贴宣传海
报等方式，让客户对金融知识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本次活动开展，发放宣传折页4800
份，在全县掀起了金融知识宣传热潮，
让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了解金融知识，
提升了农民群众保障自身资金财产安
全的意识和能力。 (惠民联社 吴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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