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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把自己亲手制作的小布鱼，

带回家送给弟弟！”“这是我第一次独立

做成的布艺玩偶，虽然长得有点丑，但

我很喜欢！”一节淮阴布艺体验课，孩子

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独立完成了一个个

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小布鱼，如获珍

宝的孩子们个个兴奋不已。

在制作布艺作品过程中，在布料上

画图给六（8）班学生李念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美术功底薄弱的她，在老师和同

学的帮助中，最终画出了满意的形状。

“这节非遗体验课，我还学会了穿针引

线，以后我的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补了。”

六（3）班学生李其深笑着说。李其深的

妈妈孙璐璐看着孩子亲手缝制的布艺

小鱼有些惊讶和喜悦：“孩子上了非遗

体验课后，学到了缝纫技术，在今后的

生活中，作为家长的我们也会多多鼓励

孩子继续多动手，把这项生活技能练得

更熟练。”

“淮阴布艺非遗项目来到孩子们身

边，不仅让孩子们开阔了眼界，也锻炼

了他们的动手动脑能力，更激发了他们

热爱家乡、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趣。”

与孩子们一起现场学习布艺小鱼制作

的王雅静老师，现场见证了孩子们的劳

动成果。“淮阴布艺非遗项目走进校园，

来到孩子们身边，让孩子们有机会零距

离体验非遗文化，这很有意义。我们也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活动中，通过观看、

触摸、参与，切身感受劳动带来的丰富

体验，在劳动中更能感受到‘慧’美生活

乐趣。”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德育处

主任符月梅希望今后能够通过更多的

劳动体验课，让孩子们学会“慧”美生

活。

妙“布”可言
淮阴布艺传承人走进校园

本报讯 18日下午，由淮

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淮安

市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主办，淮安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淮安市摄影家协会、淮安

市文艺创研室承办的李东平

《中国大运河全景图》摄影展

暨艺术研讨会在淮阴区文化

馆举行。

本次摄影展暨艺术研讨

会邀请了全国知名摄影学者、

资深艺术评论家以及文化艺

术领域内的专家学者，通过线

下和线上的方式，对李东平大

运河摄影的文化价值和艺术

价值进行交流与学术研讨。

《中国大运河全景图》全

书60多张巨幅图片，全部采

用无人机航拍，从京杭大运河

北京的起点燃灯塔，到浙江省

浙东运河宁波三江口，有古运

河遗址、重要水利枢纽、水利

设施、著名景点、文化名城、历

史古镇百余处，张张精彩，幅

幅震撼，画面宏大，视野开阔，

内容丰富，将纪实摄影与艺术

摄影完美结合，以居高临下的

视觉，俯瞰京杭大运河，一幅

幅宏伟的画卷，为展开大运河

及其沿线城市的类型学研究

提供了重要基石，也为运河史

研究、城市史研究乃至自然生

态史研究提供丰富的样本。

研讨会上，大家畅所欲

言，对李东平的大运河巨幅摄

影作品做了精彩的发言和专

业的评述，从摄影家的个人经

历、工作业绩、创作成就和作

品的历史文化含量，以及对记

录、传播运河之都淮安及整个

大运河的形象等各个方面，热

情肯定了李东平的大运河巨

幅摄影的价值、作用和意义，

并积极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

议。

李东平，淮安日报社原主

任记者，淮安市摄影家协会名

誉主席，1977从事新闻摄影

工作，1984年加入中国摄影

家协会。他有400多幅摄影

作品入选国内外影展，中国摄

影家协会授予他“全国德艺双

馨优秀会员”称号，获得第三

届江苏省文艺大奖·摄影奖，

获得江苏文化艺术基金。

■融媒体记者 陈帅

《中国大运河全景图》
摄影展暨艺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医

保局获悉，为推动全市药品

（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工作向

善向好，持续规范医疗机构采

购行为，发挥信息化对医疗机

构合规采购监测和保障作用，

我市开展药品（医用耗材）阳

光采购数据与江苏省药品和

医用耗材招采子系统对接工

作。截至目前，第一批6家公

立医疗机构已全面完成对接

任务。

为进一步做好对接工作，

我市组建工作专班，督促和指

导医疗机构制定工作计划和

实施方案，明确对接工作目

标、具体任务和完成时间节

点，做到任务“周周清”，进度

“定期通”，同时积极配合省局

完成医疗机构实际采购入库

数据和同期省平台入库数据

的分析比对等工作，以问题

“清单”促问题“清零”。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坚持

一手抓数量，一手抓质量，增

加对接医疗机构并确保数据

内容全量、准确、及时，做到两

手抓齐步推进，切实提升我市

药品（医用耗材）阳光采购数

据对接工作质效。

■融媒体记者 李蓉
通讯员 马川惠

我市开展药品（医用耗材）
阳光采购数据对接工作

连日来，2022年清江浦足球邀请赛在城南体育场
激情开战，据悉，各个单位的参赛队平时利用业余时间
自发组织队员开展磨合训练，互相之间还会进行友谊
比赛。图为11月20日，青年力量和飞利浦两队正在
进行比赛。 ■融媒体记者 王昊

淮阴布艺，是淮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常见的作品有虎头鞋、肚兜、香包、荷包等，实用性强且富
有生活气息。11月15日，由淮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淮安农商银行、淮安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走
进淮安非遗，传承传统文化”——跟着记者看非遗、学非遗公益活动来到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淮阴布艺
传承人漆素敏带领孩子们现场穿针引线，手把手教授淮阴布艺制作方法，在提升孩子们日常生活技能的同
时，也让孩子们面对面体验传统手工技艺，感受非遗魅力。 ■融媒体记者 秦艳艳 张金宇

言传身教 妙“布”可言

今年73岁的漆素敏，是淮安市首

批“十佳民间工艺美术家”、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淮阴布艺的传承人。漆素敏

学习布艺手艺，最初是受到母亲蒋芳生

的影响。在漆素敏的记忆中，母亲的针

线活运用了老淮阴的传统工艺，包括刺

绣、拔花、缝贴、缠挑等多种技法。“我5

岁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学习捻线，后来

还学会了制作布偶玩具、缝衣服和纳鞋

帮。”漆素敏回忆，她幼时经常给做针线

活的母亲打下手，耳濡目染中学会了许

多针线手艺。再后来，漆素敏上学、工

作，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即便如此她

也会利用空闲时间制作布艺作品来陶

冶身心。2004年，漆素敏退休了。有

了自由时间的她开始专心致志地进行

布艺创作，在传承好从祖辈那里学来的

古老手艺外，她还不断寻求突破，学着

设计式样，制作布艺玩具。如今，漆素

敏手中的布艺作品愈发出色，不仅色彩

绚丽、图案精巧，而且有实用价值。

“我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老师，现在

能再次走进校园给孩子们上课，感觉十

分亲切。”得知要走进淮安市外国语实

验小学，带着孩子们一起学做布艺，激

动的漆素敏提前好几天便在家筛选起

适合孩子们制作的布艺作品。几番思

考后，漆素敏最后决定带着孩子们制作

喜庆且寓意极好的布艺“双鱼”。在漆

素敏看来，淮阴布艺非遗活动进校园是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仅能让孩子们

了解传统手艺，也能让孩子们学会一些

针线等日常生活劳动技能。

飞针走线 别具童心

走进教室，只见坐得整整齐齐的孩

子们早已准备就绪，个个摩拳擦掌，就

等着漆素敏带着大家一起在淮阴布艺

世界里畅游。孩子们6人一组，漆素敏

和老师们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分发到

每组学生手中。第一次接触到淮阴布

艺的学生们认真聆听着漆素敏的每一

句话，仔细观摩着老人的每一个动作。

在漆素敏的鼓励下，孩子们勇敢地

尝试起来，对折叠布，用铅笔在布上画

出“双鱼”轮廓，裁剪鱼形布料，走线缝

制……对于没有多少缝纫经验的孩子

们来说，“穿针引线”算是个不小的挑

战。如何从针线盒中抽出一根绣花

针？怎么才能将线快速穿过针眼？缝

好后如何完美打结？这些看似简单的

针线活却难倒了不少孩子。一些心细

的学生成功完成“穿线”后，还主动帮助

其他学生。在漆素敏的带领下，相互帮

助的孩子们很快便将缝好的布片翻过

来，填好棉花，将纽扣缝在“鱼脸”上，一

个别具童心、有模有样的“小鱼”在孩子

手中初具模样。

“第一次接触淮阴布艺，漆奶奶生

动的教学让我学会了简单的布艺制

作。今天第一次做布艺小鱼，还有模有

样，太棒啦！回家后，我还要再制作一

个布艺玩具。”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

五（7）班解雨龙同学告诉记者，他平时

对传统文化十分感兴趣，在家就跟着奶

奶学会了用缝纫机缝制东西。这次非

遗体验活动，又让他积攒了不少的手工

缝制经验。

“劳”有所获“慧”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