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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幅凤翔木版年画
收入《百年百家》集邮册

本报讯 由中国邮政邮

品设计制作中心、中国国

际集邮网发起编辑的《百

年百家—百年辉煌·建党

100 周年》集邮册日前出

版，凤翔木版年画传承人

邰立平及其作品被收入其

中（见上图）。
近年来，邰立平和他的

父亲挖掘、整理、研究、复刻

凤翔木版年画 400 余套，并

先后创作新画作 60 多种，

给凤翔木版年画的传承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邰立平先后

获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中国传统文化杰出传承

人”等荣誉称号。

这次集邮册是邰立平第

12 次和中国邮政合作。共选

用年画作品 19 幅，全开大门

神四幅、方相、方弼、秦琼、敬

德等形象木版年画。

   ( 王商君)

扶风县强家沟村：

让后人铭记历史
走进强家沟，干净整洁的村

庄，田野里飞翔的鸟儿，组成了

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在几位热

心村民的指引下，笔者通过“扶

眉战役强家沟战场”的牌子，走

进村子的红色文化展览室。只见

墙上挂着扶眉战役作战图，还有

不少英雄的生平事迹，以及当年

战争的照片，等等。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强玉

昌，说起村里缘何建红色文化

展览室的初衷，他很是感慨。今

年 65 岁的强玉昌是强家沟村

二组人，退休前曾在金融部门

工作。“小时候，常听祖辈、父

辈及村里乡亲们讲有关扶眉战

役的人和事。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对扶眉战役的了解也随之增

多。工作后，我常翻阅各种资料

学习这段历史，内心感到无比

震撼。”强玉昌说，“革命先烈用

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我觉得应当为牺牲

在村子里的烈士们做点事情，

把革命先烈的精神发扬光大，

让后人铭记这段历史，并一代

代传承下去。”

退休后，强玉昌就有了建

红色文化展览室这一想法，他

在村里发起了倡议。强玉昌说，

没想到大家都很支持。

为了建起这座展览室，从

2017 年春季开始，强玉昌便和

村上原支书强宏旭一起寻访知

道解放军高增岳烈士墓地线

索的强宏德、赵宏涛老人 ；解

放军赠送的绿色军毯，用了三

辈人的李香彩老人 ；还有权志

明、强建西、刘税、强哲等高龄

老人，了解掌握了大量翔实的

资料。

通过外出求教战史专家、

翻阅大量战争资料、寻觅战场

遗址遗物，强玉昌找到了充分

的人证和文史资料，并在此基

础上，编写了《扶眉战役强家

沟战场的故事》《一对老碾盘

的故事》等书籍，把 70 多年前

的这段历史再次展现在世人面

前，为筹建展览室奠定了史实

基础。

历经三年修缮完成
2019 年 8 月 23 日，由强家

沟村村民和外地游子在村里自

发筹建的红色文化展览室正式

建成。昔日牺牲于强家沟村的

众多烈士，又多了一处安魂受

奠的地方。

在筹建初期，强玉昌自掏

腰包修缮了村上过去面粉厂的

7 间简易房，新盖了仿古式门

楼，修建了院墙、屋顶，砖砌了

地面。他在赵宏涛老人的帮助

下，在强家沟七组的柿树林中，

找到了牺牲在强家沟高地上的

副团长高增岳墓地，并出钱修

缮了墓堆。在他的感召下，越

来越多的热心村民加入红色文

化展览室的筹建中。在西安工

作的同乡刘斌礼捐款捐物，并

制作了《强家沟地方大战场》的

微电影进行宣传 ；西安市委党

校函授学院院长刘子平献智献

策，为展览室布展请书法名家

题字，为开展群体活动捐款，吸

引了西安各界人士慕名前来参

观祭奠，提高展览室的社会影

响力……

一处石碑上的“血洒强家

沟 无名垂千古”的字样，让笔

者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还有村

里一些标志性建筑，如牌楼、纪

念亭、碉堡等，都是在村里的核

桃园和路边空闲地建设的。笔

者还在这里看到了 20 多张战

史宣传牌和 50 多块玻璃相框。

“这位就是在扶眉战役中牺牲

的、时任第一野战军 2 兵团 4

军 11 师 33 团副团长高增岳。”

指着一张黑白照片上的英雄强

玉昌说道。

红色传承永不停歇
村民强金选说，村里建起

红色文化展览室对教育后人有

极大益处，也为年轻人提供了

学习烈士精神的地方。

如今，每逢清明时节，强家

沟的村民总是一拨又一拨来到

这里凭吊先烈，高增岳等烈士

的名字被传得更响更亮。展览

室建成后，前来参观的有西安、

咸阳、杨凌、武功等地的个人和

团体。西安扶风商会的许多企

业家，多次来村里开展红色历

史学习教育活动。

“‘红色历史’是强家沟人的

骄傲，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来这里

了解历史、感受历史。只要有人

来参观，我就义务讲解、义务服

务，希望儿孙们能把红色文化一

代代传承下去”。强玉昌说。

《风云太白山》央视首播

本报讯 一部在我市太白

山拍摄的革命历史故事影片

《风云太白山》，已于 12 月 13

日晚 8 时 15 分在央视电影

频道（CCTV-6）黄金时段播

出。这部由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主创的红色电影也是该校庆

祝建党百年的献礼之作。

《风云太白山》历时近 5

年时间，由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师生全程参与策划、拍摄、制

作，该校相关专业同学群体参

与出演完成，集中展示了这座

西北地区传媒类大学专业学

科的不俗实力。影片再现了解

放战争中我西北野战军取得

扶眉战役重大胜利后，与国民

党军残部及暗藏军统特务、顽

匪之间在太白山区展开的激

烈较量，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之

外，也凸显了秦岭主峰太白山

的雄浑壮丽和旖旎风光。该片

由马鲁剑执导，张洪睿、陈创、

张楷依、秦卫东等著名演员领

衔主演。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本报讯 近日，任步武书

法艺术研究院书法精品展在

宝鸡文理学院高新校区艺术

楼开幕，这种高校向地方文化

借“宝”的创新实践，开启了校

地合作育人新模式。

近年来，宝鸡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积极开展校地合作

项目，不仅深入太白、麟游、

扶风、陇县等县区的 10 余个

村镇，以主题彩绘助力美丽

乡村建设，还与各县区合作

开展关于非遗、手工艺、艺术

教育等主题培训活动。宝鸡

作为中国书法重要的发源地

之一，书法文化底蕴厚重，为

促进书法教育发展，宝鸡文

理学院美术学院与书香渭滨

政协委员工作室、渭滨区文

化馆、任步武书法艺术研究

院携手合作，展出了 20 余位

书家的 70 余幅书法精品，其

内容均为书写党的丰功伟绩

和传统古诗文，让青年大学

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的同时，不断增强文化

自信。

本报记者 王卉

国画作品展田园之美
本报讯 宝鸡中青年艺术

家“月月展·天天看”文化活

动第 48 期《岁月安暖诗意田

园——罗广琴国画作品展》，

日前在宝鸡展览馆开展。

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罗广

琴，现为眉县文化馆美术干

部。她先后参加徐义生山水画

研修班、清华大学刘怀勇中国

画高研班及北京香堂雅集国

展创作班学习，系统掌握山水

画写生和创作方法要领，多次

参加省级大展并获奖。此次展

出她的 50 余幅精品佳作，不

论是整体构图还是绘画语言，

都充分展示出作者驾驭笔墨

的娴熟能力，尤其是多幅写生

作品的随性挥洒，诠释了作者

“岁月与田园”的主题精神。

此次展览由宝鸡展览馆、

市美术家协会、眉县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展期将持续至 12

月 19 日。

本报记者 王卉

毛丽娜

建红色展室
    留存扶眉战役英烈的故事

70 多年前，在扶眉战役扶风县午井镇强家沟战场上，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
威武雄壮的凯歌。70 多年后，为了铭记先烈，强家沟村村民在村里自发筹建了强家沟村红色文化展览
室……近日，笔者来到这里，聆听了发生在这里的英雄故事。

29件文物回家
12 月 15 日，市文物交流中

心向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移交了一
批征集到的社会流散文物。

近年来，市文物交流中心持
续做好社会流散文物征集工作，
使一批又一批社会流散文物入藏
博物馆，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载体。此次移交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的文物共 20 组 29 件，
主要包括鼎、觯、铜镜等，其中一
件西周时期青铜觯尤为珍贵。

本报记者 祝嘉 摄

凤翔区博物馆：

6件文物亮相海南
本报讯 12月 11日，“长乐未

央——大唐长安文物展览”在海

南省博物馆开展，我市凤翔区博

物馆6件精品文物参展（见左图）。
“长乐未央——大唐长安文

物展览”是由海南省博物馆联合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 6家文博单位

重磅推出，展览将持续至明年 3

月 11 日。展览精选陕西 6家文博

单位的 116 件( 套) 唐代文物精

品，从衣、食、住、行等方面为观众

勾勒出大唐的辉煌盛世。同时，以

唐代长安文明为主题，通过“东方

之都”“长乐长安”“交通万国”3

个单元，从不同角度向观众展示

大唐盛世的繁华景象，以及丝绸

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与互鉴。

此次凤翔区博物馆参展的 6

件精品文物分别是唐手炉、唐三彩

女俑、唐三彩女舞俑、唐女舞俑、唐

彩绘长裙女侍俑、唐盘口陶瓶。

凤翔区博物馆馆长董海兵

说，凤翔区博物馆珍藏的唐代文

物十分精美，也是丝绸之路的历

史见证。 

 （毛丽娜）

电影《风云太白山》剧照

校地携手探索育人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