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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镇苏庄村根雕匠人敲开木艺“致富门”

兴办合作社，“雕”出乡村新生活

许庄街道开展“关爱老人·情暖重阳”志愿义剪服务活动

让老人的幸福从“头”开始

一块“濒死”朽木
精心雕琢下赋予新生

10月23日，记者来到石桥
镇苏庄村村民苏建军家中，只
见他熟练地拿出钻头和刻刀，

“突突突”开始在木头上敲打
起来。在用电钻把树木表面磨
光后，他拿起雕刻刀，开始细
细雕琢起来。不到10分钟，一
间精巧的小房子便从这块不
起眼的木头上“长”了出来。

“根雕做久了，我的耐心
也变好了，有时候，一件根雕
我要修改十几次。”看着眼前
这个外形粗犷的38岁男青年，
很难将他与根雕手艺人这个
需要考验耐心和精力的职业
联系在一起。而说起与根雕的
初次结缘，苏建军打开了话匣
子。“村子里有棵上百年历史
的枣树吸引了我，它完全遵循
了树根的原有形状，我特别喜
欢。”苏建军回忆说，与根雕的
初次结缘纯属偶然。2007年，
正在散步的苏建军遇到一名
村民正欲将院子里的一棵枣
树砍伐掉，苏建军看到盘桓交
错的老树根、萌生了改造它们
的想法，不曾想这个念头萌发
后一发不可收拾，便向枣树的
主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主人
倒也大方，说罢便将砍伐下的
枣木赠予苏建军。后来，这块
朽木在他反复的雕刻、打磨
下，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茶台，

至今，茶台依旧被他存放在自
家院子里。“很多人想花大价
钱买下它，我都没舍得卖，这
是我根雕生涯的处女作，我想
一直保留着。”

苏建军出生于木匠世家，
父亲是有40多年经验的老木
匠，苏建军从小在父亲身边打
下手，耳闻目染下对木工制作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经常
看一些木制手工教程，看多了
便随手拿起一块烂木头，看着
视频，学习木工制作的步骤。”
起初，苏建军对根雕只是好
奇，闲暇之余他就用树根和木
材制作一些弹弓、摆件之类的
小玩意。但自从与枣树结缘
后，苏建军从网上观看视频，
参照其他根雕大师雕刻的工
艺步骤，依葫芦画瓢，慢慢地，
从他手中出落的根雕作品，做
工越来越精细，形态越来越自
然。

后来，随着苏建军的根雕
技艺的逐步娴熟，他开始考虑
着手打造规模化的根雕工艺，
真正让爱好变成吃饭的手艺。
2017年，苏建军在竹竿巷租了
间门面房，将自己积攒了10年
的作品摆到门口展示、售卖。
在这期间，苏建军结识了很多
喜欢根雕的朋友，他也从根雕
这门技艺中赚到了第一桶金。

全国各地寻根求木
保留枣木自然形态

嘴含铜钱的金蟾、奔跑的
骏马、手握大刀的关公……走
进苏建军家里，不大的院落里
摆满了栩栩如生的根雕艺术
品，茶台、花瓶、摆件等一件件
精美绝伦的作品让人眼花缭
乱。眼前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
根雕摆件，是苏建军积累了十
几年的得意之作，件件作品精
巧别致，可谓独具匠心。

“所有的根雕几乎都是凭
空想象出来的，面对一块上好
的原料，我会盯着它看上几
天，在没有构思好之前绝不轻
易动刀。”苏建军说，在正式雕
刻前，他会根据木块的形状大
致想好雕什么、怎么雕。在根
雕创作中，主要利用树根的天
然形态，辅之以适当的人工处
理修饰，来表现树根的艺术形
象。在他看来，树根的纹路，自
然美有着天然的纹路可寻，应
尽可能的保留树根原有的形
态。“根雕作品的构思，必须着
眼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之
形、自然之美。”苏建军告诉记
者，一切人为艺术的再创造的
痕迹应该隐藏于自然之美中，
构思中应对根材作多角度的
全面观察，反复揣摩后方能定
型。如今，苏建军的作品除了
一些细节部分靠手工雕刻，其
余的纹理、形态等，基本遵循
木材天然原型，写意效果极
佳。

“用于雕刻佛像的古枣树
的树龄均在300年以上，个别

的树龄能达到千年，主要有两
个来源，一是枣树易得枣疯
病，患病后不结枣还易传染，
只能被砍伐掉，二是城市规划
建设中，被毁坏的古枣树，或
移栽后没有成活的。”苏建军
介绍，这些原料的收购价格是
要看情况的，有些本身形状就
很好的原料，一个价格能卖到
5000元左右，有些纹路密集、
树龄大的木头能卖到上万元。
而为了收集购买这些原料，苏
建军常常奔波在盛产枣树的
地区，山东无棣、河南新郑、河
北沧州、陕西延安……盛产枣
子的地方他几乎都去过。这些
在常人眼里连烧柴都难堪大
用的烂木头，到了他手里，就
像伺候婴儿一样，抚育出一个
个“鲜活”的生命。

梦想壮大根雕产业
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石桥镇苏庄村位于石桥
镇驻地，有300多年的木工木
业传统，在上世纪70年代，村
里50%的劳动力都是木匠。而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村
里的老木匠们几乎全部退休，
年轻人多半选择外出务工，慢
慢地，苏庄村的木工木业传统
走向濒临失传的境地。而苏建
军作为一名80后根雕爱好者，
无疑成为发扬苏庄木工木业
传统的接班人。

“要不是苏建军有这门手

艺，村里的木工手艺传承怕是
后继无人了。”苏庄村党支部
书记苏堂庆激动地说，今年5
月份，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在村党支部的牵头下，苏庄村
正式成立了“苏庄村农民木艺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以苏建
军枣木工艺加工为基础，逐步
吸纳本村传统木工手艺和具
有专长的人才经营。值得一提
的是，合作社还购买了一台现
代化的雕刻机和激光机用于
小件工艺品的批量制作。除了
手工雕琢的工艺品和器物，利
用现代化的设备，每个月都会
有诸如木梳、印章、笔筒这样
的枣木制工艺品一批批发往
全国各地。如今，苏建军的根
雕工艺品根本不愁销路，而苏
建军则是通过直播的形式推
销他的产品。

“一个人富不算富，共同
致富才是我的追求。”苏建军
说，如何依托根雕产业带领全
体村民走上致富道路，是他一
直反复思考的事。“现在只有
两台机器，如果有更多的根雕
师傅参与进来，带动全村致富
不成问题。”苏建军说，届时，
再扩大厂房、招收学徒，把融
入泗河文化、运河文化、儒家
文化等济宁本土文化的根雕
艺术品展览出来，还可发展乡
村旅游。“只有让更多的村民
参与到根雕产业中，把根雕产
业做大做强，做成全村人的产
业，才能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济宁10月26日讯(记
者 邓超 通讯员 李连尚)

10月23日，许庄街道颂运
水庭党群服务中心联合金晖
助老志愿团在颂运水庭B区
活动广场为社区60岁以上老
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上午9点，老人就到社区
服务点前排队等候，义务理
发队成员分工明确，有的负
责给老人理发，有的负责打
扫卫生，有的负责给老人照
镜子，成员之间配合默契，并

热情接待前来的理发的老
人。上午前来理发的老人有
近60人，老人对义务理发队
的服务非常满意，居民王阿
姨照着镜子，笑呵呵地对志
愿者说:“社区这种活动真好，
太方便我们老人了，谢谢
了”。还有的居民前来咨询

“能不能上门服务”，志愿者
们热情地回答:“只要是老人
不方便出门，我们都可以上
门服务”。此次志愿服务活动
得到辖区居民广泛关注和高

度认可。
此次义剪活动从社区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让老
人在家门口便能享受到贴
心、便利的服务，不断提升社
区居民的幸福感。接下来颂
运水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将
继续围绕社区老年人需求，
开展健康讲座、义诊等医疗
服务，关注老年人生活，提高
居民对老龄问题的重视，进
一步弘扬和传承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

一截不起眼的枣木在普通人
眼中是再平凡不过的物件，而在济
宁太白湖新区石桥镇苏庄村村民
苏建军的手里，这些不起眼的物件
能变成佛像、茶台、花瓶等工艺品，
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在他的刀下
都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这便是民间传统绝活——— 根雕。

今年5月份，在党建引领下，苏庄
村成立了“苏庄村农民木艺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以苏建军枣木工艺
加工为基础，带领村民致富。10月23
日，记者来到苏庄村，与苏建军共
同畅想他的根雕致富路。

文/图 本报记者 邓超 通讯员 武海涛

苏建军正在一块枣木上精雕细琢。

活动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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