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年年出出游游，，运运动动范范儿儿走走起起
冬泳、健康跑、滑雪、民俗游戏，让寒冷冬日热乎起来

本报1月1日讯（记者 万
兵） 元旦假期首日，天气寒
冷，但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出游
的兴致。相反，寒冷的天气里不
少市民选择颇具“运动范儿”的
旅游项目，让冬季旅游跟着热
乎起来。

1日上午，济南市元旦全
民健身系列活动暨第四届冬
季畅游泉水国际邀请赛在“天
下第一泉”景区举行。来自国
内外的冬泳爱好者在新年的
第 一 天 挑 战 严 寒 ，畅 游 大 明
湖，冬泳健身。济南动物园则
举行“关爱动物，拒绝雾霾，跨
年健康跑”主题活动。

南部山区也成了运动爱好
者的天堂。金象山滑雪场的雪
地摩托车、雪地自行车、滑雪
圈、滑雪板等项目精彩刺激，卧
虎山滑雪场在满足游客滑雪、
娱雪、赏雪的同时，还另设免费
教学区，使不同层次的滑雪爱

好者尽享冬日里的激情。东部
的香草园滑雪场还为大家准
备了狗拉雪橇、雪地迷宫、马
拉爬犁、滑雪橇、雪上坦克、儿
童滑雪车等30多种娱雪设备，
让每位游客都能找到自己童年
的乐趣。

如果说这些运动对不少人
来说有些专业，红叶谷的民俗活
动大比拼则休闲味十足。根据济
南市旅游局官方微信发布的消
息，1月1日-3日，红叶谷景区内
每天都会上演民俗活动比拼，具
体项目有踢毽子、推铁环、跳皮
筋等等，彰显了传统特色。

白天没玩够的游客，晚上
也有地方让自己的运动细胞尽
情嗨。东方神画从2015年12月
31日到2016年1月2日每天15:
0 0 - 2 1 : 0 0将开放超值狂欢夜
场，夜场票价为100元/人。同时
购买当天白天票的游客可以免
费体验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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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旬旬老老人人““手手绘绘””晚晚年年生生活活
新年创作新漫画，喜庆作品传亲情

创作连环漫画

手绘老年生活

71岁的老人吴国梁，从小就喜欢画
画。虽然他并没有走艺术这条路，而是
选择学习科技考上山东大学化学系，但
他一直没有放弃对艺术的热爱，画画的
笔从没放下。

心中有很多情感想抒发，吴国梁便
创作了《老两口》连环漫画，目前已经创
作9篇。灵感或源于他的亲身经历，或源
于他平时的见闻和思考。

他认真设计了两个面容慈祥的卡
通形象，一个是78岁的高大哥（网名：高
见），另一个是76岁的胖大嫂。“我曾经
为孩子们画过寓言故事的连环画，但以
老人为主人公，从老人的角度表达我更
容易发挥。”吴国梁说，他曾经在日间照
料中心工作过，自己本身也是老年人，
更容易体会和表达老年人的心情。

吴国梁认为，通过切身体会画出有
趣的漫画，其中既有教育意义，又融进
浓浓亲情，老少皆宜。每幅作品，从创意
构思到人物构图再到草稿、成稿，吴国
梁都要付出很多心血。

新年创作新作品

两幅作品表达爱

“主人公的衣服每篇最好都不重
样，走在大街上我就会留心观察，看到
好看的衣服，或者一些生活化的场景、
事物，便会随手用手机拍下来，作为日
常积累。”吴国梁说，他也会到网上去寻
找衣服的图案等，供创作借鉴。他的草
稿用铅笔画出后再用签字笔描出，然后

再换一张白纸叠到上面，把台灯打开，
放在透明的玻璃板下，借鉴工笔画的方
法把草稿仔细描出。一幅作品，他大约
要用两三天时间。

除了画画，吴国梁还喜欢泥塑、舞
蹈、戏曲、小品。闲暇时他还喜欢用鼠标
在电脑上作画。新年到来，吴国梁正在
构思两幅喜庆的作品，一幅为《年礼》，
讲的是过节时亲人间互相送礼。胖大嫂
给小孙子准备的礼物不是钱，而是亲手
绣的鞋垫，上面绣着金猴迎春的图案。
另一幅《喜礼》，是节日里胖大嫂的孙女
要出嫁了，她的老姐妹一起帮她为孙女
准备一整套精美的串珠编织工艺品。

“这些都是我看到过的事情，这些亲手
制作的东西是无价的，凝结着老人对孩
子的爱。”吴国梁说。

“有个牵挂自己的

老伴儿真是幸福”

在吴国梁创作的《老两口》系列作
品中，他最喜欢凝结着自己切身感受的

《乌鸡》。画面上，胖大嫂看着电视里养
生节目在讲述乌鸡的功效，便对身边的
老伴儿说：“老头，我想喝乌鸡汤。”高大
哥笑着说：“行！我这就去买，你等着。”
高大哥来到北区的集市上，被摊主告知
乌鸡卖完了。摊主还好心提醒他起风
了，要下大雨，赶快回家。

但是执著的高大哥跑去了更远的
菜场买乌鸡。淋着雨跑去却发现摊主家
里有事没出摊。回到家，一身雨水的高
大哥不好意思地笑了：“老伴儿，乌鸡没
买到，带回一只‘落汤鸡’。”胖大嫂不禁
擦着眼角的泪水。

“这幅作品源于我自己的生活，倾

注了我的一腔情感。”吴国梁说，今年7
月的一天，眼看天要下雨，但他没有听
老伴儿劝留在家里，而是上街去买油
菜。刚到市集，大雨便落下来了。“孩
子也没找到我，最后是我冒着雨赶回
家。虽然淋湿了，但是我每每想起那
天，心里就暖暖的。我记住了老伴儿开
门一瞬间的眼神。那其中有怨、有痛、
有爱。家中有个牵挂自己的老伴儿真
是幸福。”吴国梁说。

“节假日、上班高峰期

老年人能否让一让”

吴国梁的另一个作品《让座》，体现
着老年人对社会的爱。画面中，高大哥
和胖大嫂坐在公交车上，高大哥突然听
到了旁边两位年轻姑娘的对话，他便起
身给姑娘让座。

回到家后，胖大嫂与高大哥之间
有一段妙趣横生的对话。“她是谁？”

“不知道。”“谁信！”“信不信由你。”
“不认识凭什么你个老头要让座给年
轻闺女？”“嗨！是这么回事，刚才，我
听她俩在说话。一个说‘你气色不好，
是不是当护士很累’，另一个说‘累死
了！一天不住脚，这会儿我真想瘫哪儿
歇会才舒服’。”

吴国梁曾在医院看到过护士们的
忙碌，又想起有则新闻报道的是老年人
给年轻人让座，便有感而发创作了这幅
作品。“尊老爱幼是中华传统美德。可我
们老人却不能只强调尊老，而忽略了对
年轻人的关爱。他们生活节奏快，工作
压力大，很不容易。比如我们老人能不
能在节假日、上下班高峰期，不去和他
们挤。”吴国梁笑着说。

1日，济南大明湖超然楼前，一年一度的迎新年群众性长跑活动开始，大人孩子纷纷参加。新年伊始，全
民健身的新风便在泉城人的身边悄然兴起。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刘海天 摄

家住舜玉小区北区
的七旬老人吴国梁是个
漫画迷，他用手中的画
笔，将晚年所见所闻、所
思所想巧妙表达出来，简
洁的画风中温情跃然纸
上。新年到了，他正构思
喜庆的新作品，传递浓浓
亲情。

文/片 本报记者 范佳

吴国梁创作漫画丰富
了晚年生活。

新年第一天

亲手做幅芦苇画
不少孩子体验传统艺术中过节

本报1月1日讯（记者 万兵） 1日下午，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世茂国际广场三楼用一
种特别的方式度过元旦。在这里，他们参观芦
苇画展并亲身体验芦苇画制作，感受传统文
化带来的无穷魅力。

此次活动由山东财经大学创行团队和非
常小孩中国娃娃天赋馆联合举办。创行团队队
员牟晓萌介绍，芦苇画是山东传统文化重要的
组成部分。新年伊始举办这项活动，就是为了
让孩子们对这项传统文化有初步了解。

据了解，芦苇画是中国汉族民间艺术精
品。画面本色天然，色泽淡雅朴素，具有浓厚
的水乡特色。它的创作是汉族传统工艺人经
过多年辛勤探索付出心血的凝聚，体现了继
承与创新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东方艺
术与西方艺术的统一，表现出独特的艺术内
涵。

在制作上，一幅芦苇画需要用白云湖的
天然芦苇，经过剪切、拼合、上色等21道工序
加工制成。这么复杂的工艺让几岁的孩子短
时间就能上手并不简单，因此，创行团队的队
员们根据孩子的特点和兴趣进行了改良。

“首先我们为他们制作了半成品，操作上
更简单。其次，之前芦苇画是用电烙铁上色，
色彩也比较单一，我们为了迎合小孩子的口
味为他们选取了颜料，并通过卡通图案和
DIY涂色来吸引他们，体验做芦苇画的乐
趣。”牟晓萌说。

而芦苇画之前传统的艺术形象就是花鸟
虫鱼，队员们现在把传统艺术与现代的卡通
人物形象结合起来。从现场情况看，孩子们对
这项活动非常感兴趣，争相体验制作。在家长
们看来，孩子们在作画的同时，就能对传统文
化有进一步的了解，也是一举两得。

除了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活动期间著名
芦苇画艺术家刘永峰先生还现场对孩子们进
行了指导，并制作了一幅大型芦苇画。“希望
能通过这次活动，唤醒人们对传统艺术的重
视。”刘永峰夫妇作为民间艺术家，在这次活
动中义务担任指导老师。非常小孩中国娃娃
天赋馆的负责人王女士表示，通过活动，希望
孩子们在享受欢乐的同时，获得超脱于艺术
之外的思考。

一位小朋友的芦苇画已见雏形。
受访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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