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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初冬晚霞
散落在苍茫的芦苇荡中，泛起金色的光辉，一
群大雁正在芦苇荡间栖息……坐落在牛心套保
国家湿地公园中的芦苇画传习所，是芦苇画传
承人薛艺伟建造的，他很多芦苇画作品的创作
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是吉林省西部保持
最完好的原生态湿地，有湖泊、沼泽、草甸、
苇源，具有多样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物
种，分布着丰富的植被类型和野生动、植物种
类，是水禽重要的栖息繁衍地和东亚候鸟南北
迁徙主干线上的重要停歇中转站。旖旎的湿地
风光，人与自然的完美交融，成为了薛艺伟创
作灵感的源泉，更造就了这门被收录到吉林省
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特殊艺术。

初见薛艺伟，记者没有从他的身上感受到
一丝一毫艺术家的高冷范儿，反而看起来更像
是一位商人。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一位商人，
20多年的商海沉浮，让他显得更加干练豁达。
难能可贵的是，无论顺境逆境，都没有改变他
对艺术追求的初心。

“作芦苇画选择原料非常重要，不同的月
份，不同的地点，成品都是不一样的。”谈起芦
苇画，薛艺伟并不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只

是言简意赅地说上几句，因为他更多的时候，
都是用作品来说话的。

据说，芦苇画始于唐，兴于宋，流行于明
清，后因种种原因，一度濒临失传。出生在大
安一个艺术世家的薛艺伟，自幼受喜爱美术的
父母熏陶，小时候看到父母使用芦苇制作美术
作品，便对当时还很简单、略显粗糙的芦苇画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薛艺伟进入专业美
术学校学习，并开始钻研芦苇画，他在继承老
一辈民间艺术家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胆
创新，运用现代特制工具对其制作工艺进行改
进。制作芦苇画主要是采用芦苇的地上茎。芦
苇的地上茎向上直立生长，它的粗细、高矮，
因品种、土壤、养分、水分、盐分、气候条件
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从取材到变成惟妙惟
肖的芦苇画，经过割、晒、晾、刮、碾、烫、
润等前期的处理，而后烫平、抛光、拼接、粘
合、着色等30多道工序精心编制而成。

薛艺伟在芦苇画创作中，充分利用天然芦
苇的自然光泽和材质，把天地风雨、花鸟鱼
虫、人物风景、花卉动物等表现得栩栩如生，
巧夺天工。在创作上，他大胆吸收了国画、版
画、剪纸、油画、烙画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呈现
天趣合一、妙到好处的意境。在画面风格上，以民

间传统工艺为本，努力追求时代特色；在色彩运
用上，以芦苇自然色为主调，点缀少许明快色彩
而富于变化，配以黑为底色，使其浑然一体，醒
目大气。制作精美，色泽明快，神态逼真，无
论是工笔刻画中的纤毫毕现，还是写意作品里
的恢弘磅礴，他都能够驾驭自如，既保留了传
统艺术的美感，又加入了现代生活的气息，给
人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享受。

然而，薛艺伟的艺术之路并非一路坦途，
从专业学校毕业后，他并没能如愿的从事美术
专业工作。为了生活，薛艺伟在上世纪90年代
就下海经商了，这期间，他的芦苇画创作也曾
一度停滞，但心里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芦苇画艺
术的钟爱。5年前，薛艺伟一个偶然的机会来
到牛心套保，立即就被这里盛产的优质芦苇和
美丽风光所吸引，于是便在此扎下了根，重新
开始了芦苇画创作。

几年来，薛艺伟的芦苇画作品多次出现在
东北亚博览会上。2014年，他创作的芦苇画作
品《五牛图》获得了第七届中国义乌国际森林
博览会大奖，还获得了吉林省旅游产品博览会
手工制品银奖。2015年，薛艺伟的芦苇画艺术
被选入吉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
也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今年6月，在吉林省与西藏日喀则市共同
举办的第十七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中，薛艺伟更
是作为吉林省非遗传承人代表，到日喀则市群众
艺术馆展示了他的芦苇画艺术，引起与会人员及
当地艺术家们的兴趣。省领导观看了薛艺伟的芦
苇画后说，要把芦苇画传承下去，让这门艺术后
继有人。7月17日，省领导还亲自带队到牛心套
保国家湿地公园对薛艺伟的芦苇画艺术的现状
及发展做了细致的调研。调研组对牛心套保国家
湿地公园近几年旅游发展情况给予充分的肯
定，并在湿地生态保护、恢复的基础上创新发
展生态产业，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今年10月，
在“2019第十三届合肥国际文化博览会”上，
薛艺伟的芦苇画作品 《芦苇小屏风》 获得金
奖。11月23日至27日，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福建省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上海丝绸之路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上，薛艺伟的芦苇画再次惊艳亮相，
成为展会中一个亮点。

目前，薛艺伟创办的牛心套保旅游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和大安芦新苇艺阁有限公司也在牛
心套保蓬勃发展着，他希望能将芦苇画艺术与
旅游文化结合，同时促进湿地保护，发展生态
旅游，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相统一，走出牛心套保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
发展之路。

为在团员青年中深入开展“与信仰对话”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红
色文化、弘扬红色传统、赓续红色基因，充分挖掘和传播红色基因中
蕴藏的精神财富，11月13日，白城医高专在学校仁济图书馆大学堂
举行新青年第一期“红色·寻迹”大学生研学行动实践成果分享会。
学校全体党员和部分团员青年代表800余人参加了活动。

暑假期间，白城医高专6个院系和校团委红色研学实践小组的
同学们深入到全市5个县(市、区)，采访了8位曾经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为白城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人物以及
白城籍英雄人物。同学们用生动的语言、真实的影像资料声情并
茂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况，让师生真切感受到艰苦环境下的革命精
神，再现了革命时期的激烈战况，把在场师生带入到那个历史情境
之中。

同学们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述说着革命故事，体现着革命
精神。塔山的险峻，样子口面网房的悲壮，血战营口的激荡，抗美援
朝的启明，传承红色基因，成为全体师生心中愈加强烈的渴望。

红色印迹中的白城是什么样子？是辽吉省委书记陶铸的鞠躬
尽瘁；是革命伉俪吕明仁和丁修的舍生取义；是孤胆英雄赵树满的
英勇无畏；是赉北人民生命守护神赵德民、郝福茂的正气凛然。这
一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

始于好奇，终于震撼。通过此次活动，全体师生深刻了解和体
会到红色精神的历史背景和深刻内涵，表达了全体师生对革命先烈
的无限缅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

图①健康管理系红色研学实践小组演出场面。
图②校团委红色研学实践小组演出场面。

（冯琳 陈宝林 文/摄）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项目走来了；他来了，他
来了，他带着热情走来了。”洮南市洮府乡桥南村的村
民打老远看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闫政的身影，就爱
整出这么一句，然后热乎乎地奔过去，抢着帮闫政拿带
过去的东西。在闫政的心中，党和组织把他派到了桥
南村，就是助力这里的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实实在
在为这里的父老乡亲做点儿“实事儿”，为乡亲们走上
富强的路，他一直在努力。

桥南村的土地资源少，种植种类单一，当地村民的
“来钱道儿”窄，想稳稳当当的增收，脱贫的内动力还不
足。一些贫困户还守着思想上的“穷根”不拔，而且人
穷志短，越穷越没人帮衬。贫困户觉得村里人少了人
情味，村里人觉得贫困户拖了全村后腿。怎么能让村
民的日子好起来，任务很艰巨。看到这种情况，白城市
林草局办公室主任、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桥南村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员闫政一方面想办法，一方面在让村
民找到“亲情”上下功夫。

让这里绿起来……

要想富，得种树，环境美了劲头足。基于这个考
虑，加上闫政可以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实现绿起来的
梦想，于是，他打起了让桥南村绿起来的主意。

为了把桥南村村屯绿化建设搞上去，闫政多次与
乡党委领导研究该村村屯绿化建设地点及适宜树种。
请来绿化专家跑遍村内每一寸土地，实地测量，研究编
制桥南村绿化美化总体规划方案。同时，积极与他所
在的派出单位市林草局协调沟通，请求按照省级村屯
绿化标准帮助桥南村提供绿化资金，得到了局领导大
力支持。3年间，先后共协调到村屯的绿化资金达50
余万元，栽植树木近5000棵，播种波斯菊花籽200余
公斤，栽植树种包括大小樟子松、海棠、大株无絮银中
杨、榶槭、大叶丁香和多个品种果树等。如今的桥南村

“村在绿中、绿在景中”，绿树成荫，林果飘香，真正是
“春有叶、夏有花、秋有果、冬有绿”。村里漂亮了，生活
环境改善了，民心团结了、凝聚了，村民生活幸福指数
提升了，富强起来的信心更足了。

看到一些贫困户苦于有富起来的决心，却没有富
起来的“学问”，闫政找到一些农业、林业专家，聘请他
们为桥南村举办林果培训班，为听课的贫困户提供免
费吃住。以前因为栽种的林果见效周期长，需要3至5
年才能有效益，所以种植户失去了信心。通过对高寒
地区果树新品种选育及栽培等林果栽培培训，一些贫
困户选择果树新品种栽培后，成果显效快，使贫困户看
到了致富的希望。如今，闫政又协调市林草局明年为
桥南村投入果树苗4000棵，既增加经济收入，又能打
造美丽乡村。通过学习，有了知识，长了见识，用于实
践，还真是带动了一批贫困户实现了“自己富，不靠政
府”的富强梦想。

让这里暖起来……

桥南村光绿起来还不行，闫政在走访大量农户了
解实际情况后，又推出一个举措，要让桥南村“暖起
来”。村里的贫困户大多年老多病，有特殊情况的贫困
老人甚至过冬和治病都成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闫政
先是组织开展了送温暖扶贫活动，帮助贫困村民解决

过冬衣裤、棉被百余套；为桥南村所有贫困户送去米、面、油价值3万余元，确保贫困户过冬不寒
冷、过年不寒酸。

村民周海涛是2016年被确定为贫困户的。他是离异家庭，本人有劳动能力，但女儿患有脑
瘫，小儿子刚上小学也需要接送，以至他没有时间外出打工。经过入户了解情况后，在2016年
底，闫政联系百川公益组织，当时这个公益组织资助的范围只在城市困难家庭学生群体中，尚未
开展城区外的农村贫困学生资助。经过闫政的多次奔走，又邀请百川公益组织负责人到周海涛
家实地调查，最后百川公益组织同意出资帮助周海涛解决小儿子的吃住问题，并且不用他接送管
理。这样一来，周海涛开始外出打工，被洮南市城管执法局环卫处雇用，现每年都能增加收入近
2万元。2017年8月，经过重新识别退出贫困户名单。

在与百川公益组织协调中得知，该公益组织长期帮扶贫困户，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教育助学
资金，包括学费、生活费和生活物资，此公益组织帮扶农村贫困学生在洮南市是唯一一例。

经过闫政的多方协调，联系到洮南市人民医院，医院医护人员进村入户，上门为贫困户和
老年人免费体检、诊疗，宣传疾病和紧急病症预防、自救常识。闫政通过积极走访入户，随时
解决贫困户生活中的小问题；帮助贫困户解决药品和房屋修缮等资金；帮助桥南村村委会解决
办公用品近万元。

贫困户扈明高患有肺病，天天咳嗽，没钱买药，闫政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经咨询得知咳喘宝非
常有疗效，于是只要有机会去市区，就自费给他买药，连续吃了几个月咳喘宝，扈明高彻底治好了
咳嗽。因为送药，闫政发现扈明高家冬季供暖不好，室温偏低，他就把家里刚买的电暖气送了过
去，扈明高说：“我是冷了大半辈子，闫老弟冬天送棉衣棉被，夏天帮着送饲料，我现在觉得自己的
日子越来越暖和啊！”

让这里强起来……

为了能更准确地摸透民情，全面掌握村情，找准制约桥南村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贫困户致贫原
因，闫政与驻村扶贫工作队其他队员多次进行入户走访，宣讲扶贫政策，仔细了解村民家庭基本
情况、生产生活状况、收集各方反映的热难点问题，广泛征求群众对村两委班子及村干部的意见
建议，研究制定以美丽乡村建设和扶贫产业项目开发为重点的精准脱贫实施方案，有计划、按步
骤地推进扶贫工作。

村民普遍反映的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就是村屯环境较差。针对这一情况，闫政联系洮南
市运管所给村内投放垃圾箱50个，雇人集中搞好村内卫生、打扫街路、栽植绿化树木，做好绿化
美化工作。环境的整治，村屯的美化，让村民的心情变得更好了，尤其是贫困户，主动找到闫政，
要求加入到村屯整治工作中。他们说，以前觉得日子太穷，没奔头，越埋汰越没信心，现在村里的
环境好了，我们自己家的日子也得过起来。

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民情民意，最真实也最有价值。闫政自2016年到桥南村开展扶贫工作以
来，顾不上小家，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上。2017年2月孩子出生，他只在家待了3天，就返回到桥南
村，把妻儿扔给家中老人照顾。2018年6月，闫政的老母亲因心脏病和糖尿病并发症被急送医
院，他跑到医院只照顾了母亲一天就回到了村里，留给家人的是深深的愧疚。

时光不负辛苦付出的人。2017年，闫政获得“白城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2018年，
他获得“市优秀公务员”荣誉称号。一路走来，在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的不懈努力下，桥南村在
变，桥南村人也在变化中迎来了又一年的好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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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大安市芦苇画艺术家薛艺伟

□本报记者 张风/文 李晓明/摄

厚植家国情怀情怀 匠心筑梦医专匠心筑梦医专
白城医高专新青年第一期白城医高专新青年第一期““红色红色··寻迹寻迹””大学生研学行动实践成果分享会圆满落幕大学生研学行动实践成果分享会圆满落幕

图为薛艺伟正在创作芦苇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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