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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
浓浓乡情守候古人遗迹

村落内部居住环境清爽，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家家户户种田耕地，生活
方便舒适。但由于外出务工和经商的
人较多，村落中空心化问题普遍，部分
房屋年久失修、破旧衰败，院落长期无
人居住。“这些古老民居看着我们长
大，我们看着它们变老，真的应该保
护，不然这些老祖宗留下的财富就可
惜了。”村里土生土长的王盛元说。

说起铁炉村的历史沿革，说来
话长。据王氏、张氏、涂氏、贾氏祖先
碑刻文字记载，这些姓氏族人均于
清康熙、乾隆年间先后自西秦经阳
县（今陕西省咸阳市经阳县）、四川
南部张家坪等地移民到铁炉沟定
居，又有袁氏、何氏、杜氏等族人迁移

定居，形成独特的九湾九姓居住文化。
他们世代生息繁衍，逐渐形成与地方相
融而又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据悉，村落现存建筑多建于清
中、清末、民国时期。民国至20世纪
末，建筑多以坡屋顶、土墙体、辅之
砖木结构为主，砖木结构至 90年代
出现，量少保存较好；21世纪，开始
出现砖混结构的现代建筑。

在铁炉村，随处可见编雨帽、锣
鼓唢呐、精美雕刻等，承载着传统文
化的印迹。隐藏林间的一座座坟茔，
王氏先祖墓、贾氏宗族碑、窦平将军
坟等保存良好。

如今，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中，铁
炉村村民不仅努力发展特色农业和
新型农业产业，还致力保护当地风
土人情，传承古文明习俗。道路、塘
堰、产业和民居为村落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铁炉村村落已成为传统与
现代交融的秀美山村。

魅力铁炉 古韵悠悠

玉龙化石雕刻传承人匡从有：

绵延六代的文化梦绵延六代的文化梦

□本报记者 郑金容 文/图

“匡玉龙”始祖
识石如玉刻石成金

东方广场的一栋居民楼里，匡从有
有一个小型工作室。工作室不大，却摆满
了他近年来雕刻的上百件作品。看着满
屋子的化石作品，他心里有份欣慰但也
有份责任，“‘玉龙化石’这块牌子传到我
手里已经是第六代，我希望不愧于先辈的
嘱托，让这门手艺在我手中发扬光大。”

1820 年，在绵阳安州区冯家嘴，匡
从有的祖上、当地著名石刻艺人匡中玉
便开始雕刻化石。为雕刻出精美的作品，
匡中玉从茶坪、北川、高川等地捡回一些
奇特罕见的铜钱花石、鱼仔石、虎文石等
化石来进行雕刻。因为人们觉得化石吸
天地之精华，能显人间吉祥之灵气，所以
匡家雕刻出来的作品一时成热宠，深受
当地民众喜爱。尤其是以雕龙刻凤为主
打而成的“龙凤香炉”，更是成为匡家雕
刻的金字招牌。

“匡中玉，识石如玉、刻贯灵气，善雕
龙，名玉龙，当地名曰匡玉龙。”久而久
之，坊间便把这种用奇特而珍稀的花石
头雕刻的物品统称为“玉龙化石”。

如今，“玉龙化石”经历六代人的
雕刻、打磨，已经慢慢从绵阳安州区的
一个小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
成一门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玉龙化
石”雕刻还被评为绵阳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项目，匡从有更是获得
了国家一级民间工艺大大师、省民间
工艺百家等荣誉。

“玉龙化石”
每件作品都是“孤品”

传承近两百年的“玉龙化石”，到匡
从有这一代得到快速的发展。受到父辈
的熏陶，匡从有从小就喜爱雕刻，十多岁
便拿着刻刀独自创作。即便后来有
了稳定的工作，他也会在闲暇之
余钻研雕刻技艺。

从 1979年开始，匡从有从业
余雕刻走上专业雕刻之路，他不
仅开始收集整理匡氏石刻、石雕、

在匡从有的工作室里，可以看到他
所有的作品都蕴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
元素。“雕刻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千年的
技艺，而它的内容多是选择传统文化中
的吉祥元素，我的化石作品也遵循了这
一传统。”匡从有告诉记者。匡从有的代
表作“十二生肖”、“龙凤花薰”、“山水花
鸟”、“文房四宝”、“茶具”、“观音”、“佛
像”等都浓缩了中华传统文化。

多年来，匡从有始终坚持在作品中
表达与传承文化，这样的价值观让他的
作品不仅在国内得到认可，还在国际上
大放异彩。在他的努力下，“玉龙化石”雕
刻艺术品走出了家门，走进了国外，先后
被联合国、芬兰国家森林博物馆收藏，同
时也被编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大辞典》、

《中国当代名家石谱》、《四川省民间工艺
百家》等国家大型书刊。

“目前，我最大的心愿是每年能够制
作出几个令自己满意的作品，让更多人
知道‘玉龙化石’。”长期的雕刻让耳顺之
年的匡从有视力和精力都大不同以往，
但他每天还是坚持亲手雕刻，并指导徒
弟，他希望自己和徒弟们能够继续将这
门百年老手艺发扬光大。

百年老手艺
浓缩中华传统文化

石经、石谱、石技等资料，研究老一辈
雕刻的技巧，还亲自跋山涉水从平武、
北川等地采集大量的玉龙化石原材料
进行精心雕琢。记者了解到，截至目
前，他收集到的石头已接近百吨，接下
他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将一块块石头雕
刻成作品。

不同于机器大规模生产，匡从有
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孤
品。从选材、开石升阳、传统手工技
艺、抛光上蜡、装藏等
都是按照祖辈传承的
特殊方法进行刻雕加
工。“化石雕刻是雕刻
类难度系数最高的类
别，因为材质的稀少
和特殊性，每一件作品雕
刻出来都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创作过程中出现一点小
失误都会让作品有瑕疵，加
上化石本身材质易碎，所以
难度更大。”在无数次失败与磨练中，匡
从有掌握了“玉龙化石”的雕刻技艺，对
化石的习性更是熟捻于心，并在此基础
上创作了无数让人惊艳的作品。

“园无石不奇，居无石不雅，水无石不清。”日前，由中国文
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中国（广东）民间工艺
博览会评选结果揭晓，我市民间艺人匡从有的玉龙化石雕
刻作品《福寿双全》从数百件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金

奖。“福如长江东流水，寿比南山代代高”，这门起源
于绵阳乡间的百年手艺在新的掌门人匡从有

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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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人文交流是两国

关系的地基。两国人民对彼此素怀
友好感情。双方应该加强人文交
流，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推动
校际合作，促进旅游业合作，拓展
艺术交流，加强体育合作，开展医
疗卫生合作，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
础，给中美关系长期健康发展提供
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中国发
展理念，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
发展道路，不奉行你输我赢的理念，
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愿同美方一
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特朗普表示，我和美方团队非
常荣幸在海湖庄园接待习近平主席
和中国代表团。我同习近平主席谈
得很好，建立了非凡的友谊。此次会
晤取得重要、丰硕成果，有力推动了
美中关系向前发展。双方团队已经
通过启动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

对话进行了直接沟通交流，并取得
实质性进展。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加
强经贸、两军、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支持中方追逃追赃方面的努力。美
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
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使美中
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美中关系一定
能发展得更好。

会晤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到秀
丽宜人的海湖庄园中散步，在轻松
友好的气氛中继续就两国友好合作
进行讨论。

两国元首会晤前，国务院副总
理汪洋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
务部长罗斯启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机制，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美国国务
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启动中
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双方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商定了两个
机制下一步工作的议程。两国元首
对两个机制启动及取得的初步成果
感到满意。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
中美元首第二场正式会晤

从3月13日起，一封信在“南山中学高八八级三班”
微信群里，一次又一次地被点击、转发，很快，一个又一个
“200”元的大额红包，如雪片般飞来。到3月31日晚，本班
学生邓为民在微信群里发布一份详细表格清单：176人
共捐款 43000元。邓为民告诉记者说：“这是我们为班主
任王昌大老师编撰出版《美丽的天使—绵阳鸟类鉴赏》书
籍而筹集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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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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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芬芳桃李芬芳 不忘师恩不忘师恩
南山学子筹资助老师出环保爱鸟书南山学子筹资助老师出环保爱鸟书

□本报记者 田明霞

在四川九洲集团工作的邓为民说，
他们的老师王昌大，至今仍翻山越岭拍
摄各类珍禽异兽，为绵阳的环保公益事
业而奔忙。作为他的学生，受其感染，理
应追随、支持这样的公益之事。今年春
节同学聚会后，在同班学生吴星涛、余
彬等同学的商议下，特地在同学微信群
里发起了这次募捐活动。这些已毕业近
三十年的南山学子，如今在海内外各行
各业忙碌着，但是一听到王昌大老师出
版环保爱鸟书籍缺乏资金，都纷纷捐
款、为书籍的出版献计献策。现为律师
的张烜同学说，当年王昌大老师教给了
他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如今已是耄耋
之年的王老师还在为环保公益事业而
奔忙，做学生的理应支持。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为环保公益
文化事业而发起的公益活动，如石激起
了千层浪花。这次募捐活动经南山中
学高八八级三班同学张烜、谢耀辉、邓
为民等同学的大力呼吁，在律师界、企
业界、教育界等也引起响应。其中，我市
律师界捐款 13400元。邓为民的女儿把
这封信转到自己的实验小学 2015级 4
班同学群、东辰国际中学初 2015级 43
班同学微信群里，实小 2015 级 4 班班
主任汤晓芳老师率先捐款，其他同学
和家长们也纷纷捐款达 4000多元。邓
为民的女儿古筝老师谢春艳听说后，
也捐款2000元。

听闻自己学生为这本绵阳鸟类鉴
赏书籍而付出的努力。王昌大老师感慨
地对记者说，三十年前的那群少年都成
了栋梁之材，令人欣慰啊。

记者了解到，王昌大老师这段时间
都坐在家中电脑前，透过老花眼镜，仔细
端详屏幕上的鸟类照片，为即将出版的
绵阳鸟类鉴赏书做准备。“这本书暂定名

《美丽的天使—绵阳鸟类鉴赏》，准备收
录绵阳33个摄影者拍摄的300张鸟类图
片，详细介绍栖息生活在绵阳的 300多
种鸟……”他说，这本书计划为大十六
开，高光铜版纸印刷，每册约 300页，是
绵阳生态环境美的展示。全部选用绵阳
本地的近 300种野生鸟类图片。既是绵
阳鸟类摄影者摄影水准和精神风貌的展
示，也是爱鸟护鸟的教材。在大家的帮助
下，本书计划在2017年4月底完成印刷，
并向各大中小学赠书。希望通过书中那
一幅幅生动的照片，向社会传播爱护鸟
类、亲近自然的理念。让人们养成观察鸟
类、亲近鸟类的习惯。

王昌大（网名：老爷子）生于1936
年11月，籍贯江油，大学文化。1954年
从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绵阳
城乡的小学、中学、中专任教师。1996
年10月，王昌大从教43年退休后，开
始爱上了野外探险和鸟类摄影。这21

年间，王昌大跋山涉水，用相机记录
了翱翔天空的上千种鸟类。在古稀之
年，王昌大从数万张相片中遴选出精
品集结出版《西羌神韵绵阳野鸟》摄
影专集，这是绵阳第一部全面记录绵
阳市境内鸟类的摄影专辑，为国家考

察鸟类资源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依据。
他也是这些天空精灵的保护者和宣
传者。2008年，王昌大发起成立绵阳
爱鸟协会，近百人加入到爱鸟护鸟的
行列。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昌大依
旧奔波在爱鸟护鸟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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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波记者袁媛杨仁平）
“军民融合企业是什么？”“民营企
业如何进入军民融合领域发展？”4
月 6日，科创区举行军民融合企业
国军标体系认证培训会，旨在让园
区企业了解进行国军标认证所需资
质条件、程序等，帮助其进入军民融
合领域更快更好发展，助力军民融
合产业做大做强。

培训会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第三研究所认证中心高级工程师汪
雪霏围绕军民融合企业国军标体系
认证，向参会的 120余家企业相关
负责人作了专题培训。汪雪霏对军
民融合的由来及发展、军民融合的
发展历程以及企业通过国军标认证
所需的条件、认证流程等内容进行

了详细解读，并与参会人员进行交
流互动、解疑答惑。

据了解，科创区作为全国唯一的
军转民科技园，园区高度重视军民融
合企业发展。除了开展具有针对性的
技术培训，园区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
施，加快载体建设，优化服务，促进军
民融合发展。目前，全区已有军民融
合企业41家。为了助力民营企业进入
军民融合领域，科创区将四川昊伶军
合咨询认证中心正式引入创新中心
二期。该中心是四川昊伶军合科技联
合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和四川省电子学会、四川省
认证服务工作委员会成立，是绵阳唯
一一家从事军工四证咨询认证服务
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

科创区举行军民融合
企业国军标体系认证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 郭若雪）7 日，
2017 年“市直机关·交通运输系统
党员学习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市
直机关工委委员、市交通运输局党
委委员和市直各单位机关党组织书
记、党办主任以及部分市直机关党
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代表等 660余
名党员干部到场聆听。

讲座中，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云生以《传
世智慧：家教与家风》为题，用风趣
幽默的语言以及丰富详实的史料，
围绕家风家教这个话题，通过历代
名门世家的家族规范，彰显了中国
传统家风家教中勤俭、清廉、敬业等
观念对社会风气带来的潜移默化的
影响。给现场的党员干部上了一堂

思想性、实践性都非常强的课，使大
家加深了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和优良家风以及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会后大家纷纷表示，家庭是构
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家规家风是民
族素质的折射，是社会风气的基础，
是政治清廉的条件，是人生成功的
保障。作为党员干部，严以律己既是
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在需要，更是党
纪党规的客观要求。通过此次学习，
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公
仆意识，自觉克服特权思想，自觉做
到廉洁自律、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带头抓好家风建设，做到家风正派、
作风淳朴，以优良的家风推进党风
政风民风的持续好转。

市直机关·交通运输系统
党员学习大讲堂专题讲座举行

本报讯（周萍 记者 田明霞）记
者从市文广新局获悉，日前在香港
举行的“江旗袍 2017全球VIP佳丽
大赛”落幕，其中，绵阳旗·俪艺术团
参演的《咏梅》，获得此次大赛冠军。

据了解，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
国传统旗袍文化，展现东方女性典

雅娴静之美。绵阳旗·俪艺术团参
演的《咏梅》，以传统旗袍舞蹈形式
演绎故事。展演中，我市选手以风
情万种的旗袍，芳华绝代的仪态，
将东方女性的贤淑、柔美、典雅、性
感、清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全
场观众喝彩。

绵阳旗袍作品《咏梅》
获全球VIP佳丽大赛冠军

王昌大带孩子们观鸟王昌大带孩子们观鸟

王昌大老师
（前排中）和南
山中学高八八级
三班部分学生

喂鸟喂鸟

玉龙化石吸引老外

匡从有匡从有

用海绵体化
石（鱼仔石）雕刻
的《龙凤花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