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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段工地保洁员用废弃保
温板雕花的视频在网上获得网友点
赞，有网友称其是“被生活耽误的
艺术家”，也有网友称其“把生活过
成诗”。

年过半百重拾年少时爱好
用废弃保温板雕刻花鸟虫鱼

唐锋科是宝鸡人，今年 54岁，从
小没上过几年学，甚至认不得多少
字。但他从小有个爱好，就是画画。
他告诉笔者，自己只念到小学三四年
级就念不下去了，但学校的美术课他
很喜欢。不念书后，为了养家糊口，
他忙于种地，顾不上发展画画这个兴
趣爱好。直到年过半百，他又把画画
这个爱好重新拾起来了。

近日，一段唐锋科用工地废弃保
温板雕花的视频，让人们见识到了他
的创作天赋，他的作品也获得了网友
点赞。

两年前，在老乡的介绍下，唐锋
科到西安一家工地当保洁员。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用小刀在废弃保温板
上刻画出了图案，这让本就喜欢画画
的他有了雕刻的灵感。“我刚开始就
用削铅笔的小刀试了一下，能刻出图
案，工地上走几步就有保温板，我就
想着在保温板上作画。我都是把图
案直接画在保温板上，再自己尝试怎

么把平面的图案雕刻成立体的，慢慢
就摸索出来了。”

发现废弃的保温板可以雕刻图
案后，唐锋科在工地上看到废弃的保
温板就会捡起来保存。后来，他把雕
刻工具从削铅笔的小刀升级成一大
一小两把美工刀，把想雕刻的图案直
接用笔画在废弃保温板上，再把平面
画雕刻成立体的浮雕画。“不同的图
案雕刻工艺的精细程度不一样，难度
不同，需要的创作时间也不一样。像
竹子比较简单，画上去要二三十分
钟，雕刻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
能完成一幅保温板雕刻；像牡丹比较
难雕刻，雕刻一幅就要花一天时间；
像建筑工人画像，不好直接画在保温
板上，雕刻也比较难。像龙、豹子这
样的图案比较复杂，雕刻在保温板上
可能效果也不太好，我就没雕刻过，
只是画在纸上。”

雕刻好的“作品”
曾被同事误摔

因为在工地上当保洁员，除了
雕刻花鸟虫鱼，工地建筑、工地工
人也成了唐锋科雕刻的主题。在雕
刻这些图案时，唐锋科多数时候不
需要参照现成的图画，而是自己凭
想象，先用笔描出草稿再雕刻。但
也有人给他拿来现成的图画，让他

雕刻在保温板上。
一开始，工地上的同事们并不知

道废弃的保温板还能作画，唐锋科
把雕刻好的保温板放在袋子里还被
同事当成普通的废弃保温板摔坏
了。“也就损坏了几幅，后来大家
就知道了，没再出现过这种情况。
还有工地的朋友看到我雕刻的保温
板喜欢，觉得好看就让我送他，目
前已经送出过一两幅。我原来是没
想过这些画还能送人，主要是自己
喜欢画画、雕刻，能做这件事我就
很高兴很满足，别人觉得我刻得好，
我更高兴。”

保温板雕刻获得认可
家人支持他尝试木雕

因为雕刻好的保温板不好带回
家，唐锋科都保存在工地的宿舍里，
目前已经保存了约 10幅。他的雕刻
作品不仅获得了工地同事的认可，成
为工地上小有名气的手艺人，也得到
家人的认可。此外，有网友看到其保
温板雕刻作品后，称其是“被生活耽
误的艺术家”“民间高手”，也有网友
称其“把生活过成诗”。他告诉笔者，
自己老伴也在同一工地上干活，看过
他的雕刻也觉得好看。说到老伴的
夸奖时，他不好意思地呵呵笑着。“现
在我家里人都支持我坚持这个爱好，

我儿子还给我买了雕刻木头的刀，但
我没尝试过雕木头，以后可以了解一
下，有合适的木头也可以试着雕刻。”

这几天，他又趁着国庆假期回老
家帮忙收玉米、种小麦。谈起自己的
保温板雕刻，他表示，自己目前只是
把这当成工作之余的一项兴趣爱好
发展，主要是自娱自乐，甚至也没想
过在保温板雕刻作品上署名，也从没
想过这些作品可以卖钱，但如果以后
有人愿意出钱买他的作品，他也会考
虑出售。 □戴幼卿

用废弃保温板雕花

保洁员唐锋科：把生活过成诗

54岁的保洁员唐锋科

女排精神总让我们满含泪水

近日，讲述几代中国女排拼搏历
程的电影《夺冠》登陆大银幕，引发观
影热潮，上映两天便票房过亿，实现票
房与口碑双丰收。影院内外，女排精
神也再度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

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内核”，让中
国女排一次次燃起国人的热血与热
泪，不断激励着我们在感动中砥砺
奋斗？

从 1981 年中国女排首次勇夺世
界冠军时的举国欢庆，到“五连冠”后
女排陷入低谷遭受巨大争议与压力，
再到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女排“绝境翻
盘”力克巴西劲敌王者归来……影片
真实还原了人们的记忆，每个人都能
从影片中寻找到与女排精神的共鸣。

上世纪 80 年代初，时代变革的
巨浪席卷中国，在科技、经济相对落
后的情况下，中国女排在世界体坛
的王者身姿，点燃了那一代青年人
奋进的激情。

到了新时代，赛场上的中国女排
姑娘们，仍肩负国家荣誉，以“升国
旗、奏国歌”为目标。尽管女排姑娘们
骁勇无畏，可她们并不是天生的“英
雄”，走下赛场、脱下战袍，她们也
仅仅是一群会哭会笑、会伤会老的普
通女孩。

从女排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
个奋斗中的民族，每一个个体拼搏的
模样。中国女排的故事，也是每一个
遭遇挫折后不断忍痛爬起、继续前行
的我们的故事。

女排的夺冠之路历经挫折、艰难
崛起，而每一个平凡的我们，也都有
高光时刻和暗淡低谷。没有永远青
春、战无不胜的勇者，却总有一代代
青年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我们与女
排一同成长、奋斗，时光流逝，始终不
变的是那份永不服输的“女排精神”。

夺冠，绝不是对女排精神的唯一
诠释。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说：“女
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
道不能赢，也会竭尽全力。哪怕一路
走来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
尘土，依旧眼神坚定，只要你打不死
我，我就和你拼到底。”

对于人生而言，女排精神并非鼓
励在生命的赛道中执着于夺冠本身，
而是从容面对荣辱，真诚接纳自我，全
力迎接挑战。只要不屈服、不放弃，女
排精神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奋斗。

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
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
最强音。中国女排热血澎湃的夺冠
史，也是改革开放至今几代中国人拼
搏史的缩影。

39 年，女排精神传续；71 载，中国
辉煌崛起。岁月一次次向我们证明，
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不仅可以让五星
红旗的光彩映照整个比赛场，更可以
振奋民族和国家。

体育竞技中，无论对手如何强大、
比分差距多少，都不能轻易放弃。在
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竞赛中，我
们同样要全力以赴地迎接挑战，对手
越强大，我们越要自强，不断锤炼自
身，勇于超越。

正如中国女排一样，真正创造奇
迹的是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平凡中
孕育着伟大，也指引着希望。

□覃皓珺

■周末评论

■视 点

当下在很多城市，和熟人见面打
招呼，“您吃了吗？”可能不如“你瘦了
哟！”更让对方高兴。越来越多人高度
关注身体健康，重视身材管理。

节食派：减肥，就是要管住嘴

杭州一家媒体的中层管理者陈欣
近期出去应酬，老熟人们大吃一惊，因
为他过去显眼的大肚腩不见了。“减
肥，就是要管住嘴，这 3个多月我已从
85公斤减到 75公斤，相当于减去两个
火腿的重量。”看到朋友吃惊的表情，
陈欣的成就感“爆棚”。

“以前我应酬太多，吃饭很不健
康，肥胖给我带来很多困扰，血脂、尿
酸等指标都很高，整个人不精神。后
来，我在吃东西方面很注意，高脂肪、
高热量的基本不吃，现在各项指标都
正常，精神也好多了。”陈欣说。由于
瘦身成功，陈欣吸引了不少朋友加入
节食圈，他们相信，通过减少热量摄入
来控制体重是最有效的办法。

在各大外卖平台，标注“低卡”“轻
食”的食品热卖，“全麦”“粗粮”餐品广
受欢迎，人们渐渐将“轻断食”“辟谷”

“断糖”等热门术语挂在嘴边。
为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厉

行节约新风尚，“半份饭”“小份菜”“一
人食”等迅速流行。“既节约又减肥，何
乐而不为？”媒体从业人员艾丽表示，
自己为了苗条一直保持“小鸟胃”，
有时一人份的饭菜都嫌热量高，常
吃代餐代替，偶尔坚持不住再吃一顿

“欺骗餐”。
号称“吃饱也能瘦”的代餐风靡减

肥市场，常见的形式有代餐粉、代餐棒
等，商家称其低卡路里、易饱腹。据全
球市场调研公司欧睿国际的统计，
2017年全球代餐市场达到 661.6亿美
元，其中，中国市场达到 571.7亿人民
币，预计 2022 年，中国代餐市场将达
到 1200亿人民币。

健身派：只要迈开腿，脂肪就追不上我

“代餐就是缴智商税，健身房不香
吗？”谈起代餐，网友“白马”十分轻
蔑。他认为减肥是长期过程，不可能
一直靠吃代餐生活，迈开腿才是上
策。在瘦身人群中，“白马”这类人属

于“运动派”，他们不愿辜负世间美食，
选择通过增加运动量保持身材。

蒋亦辰在北京一家外企做咨询顾
问，只要下班早，他就会去单位健身
房跑跑步、练练肌肉。“我认为运动
才是王道，因为我平时没时间自己
做饭，常在外面吃，在控制营养摄入
方面，很难严格按照要求去做。运
动对我来说，既能增加能量消耗，又
能让我充满活力，每次运动后出一身
热汗非常解压。”

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愿诉诸
冷冰冰的器械，非常热切地参与到如
马拉松、溯溪徒步等拥抱自然的运动
中去。

公务员马军坚持每周跑够 32 公
里，过去几年他已参加武汉、杭州等多
个地方的马拉松比赛。据中国田径协
会 2019年发布的《中国马拉松年度报
告》显示，2019年全国共举办马拉松比
赛 1828场次，参加者达到 712万人次。
在全国各大城市，举办马拉松赛已成
为新风尚。

自律才是一切的前提

“1818 黄金眼”在微博上发起了
“减肥主要靠‘节食’还是靠‘运动’”的
投票，阅读量近 1000 万，两派的票数
不相上下。

虽说“你瘦了哟！”是许多人喜欢
听到的问候语，但过度节食减肥会对
身体造成危害。

有些人为了求瘦，选择长时间不
进食，或骤然大幅减少进食量，甚至催
吐、节食过度而眩晕，无法正常工作和
生活。

还有人盲目追求网络上一度热捧
的“A4腰”“蚂蚁腰”，期待通过一些辅
助手段迅速瘦身，比如选择减肥药或
抽脂手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
段都有副作用。

杭州康静医院副院长徐晓风认
为，保持健康体魄需要管住嘴、迈开
腿，饮食和运动同等重要，不过更重要
的是自律，自律才是一切的前提。

专家认为，近年来瘦身成为时尚
和热门话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
现。这表明，人民群众越来越关注健
康，越来越重视生活之美，也越来越倾
向于自我实现和自我管理。但与此同
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应防止其走
向偏颇，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裘立华 崔力

问候时尚：你瘦了哟

10月 1日，国庆档献礼喜剧电
影《我和我的家乡》在万众期待中
迎来了全国公映。影片上映 3天票

房持续高涨，话题热度居高不下。
有笑有泪的 5个故事单元，精准戳
中观众内心。走出影院的观众纷纷
为影片点赞。据统计，截至 10月 3
日 23时 30分，《我和我的家乡》单日
票房 2.8亿元，累计票房达 8.3亿元，
豆瓣评分 7.5，收获国庆档影片单日
票房第一、全平台口碑第一。

由中宣部主抓，陕西省委宣传
部联合摄制、陕西广电影视文化联
合出品的全景展示脱贫攻坚成就
的国庆献礼影片《我和我的家乡》，
分别以祖国西南、西北、东北、京津
冀、两广福建 5个地区作为故事发
生地，通过 5个最具“家乡”特色的
故事，用喜剧的形式呈现普通人热
爱家乡、赞美家乡、扶助家乡的动人
情感，激励中华儿女为家乡发展拼
搏奋斗。该片由张艺谋总监制，张
一白总策划，宁浩总导演，集结了华

语影坛众多知名演员，力图让每一
位观众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自己家
乡的身影，唤醒人们心底对家乡的
浓厚情感。

其中，由俞白眉、邓超执导，邓
超、闫妮等主演的陕西单元《回乡
之路》，讲述了陕北乡党用青春换
青山，将 400万亩毛乌素沙漠给“整
绿了”的故事，致敬治沙造林英
雄。由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单
元，宁浩与葛优二度合作上演张北
京续集，将镜头对准在京漂泊的异
乡人，充满烟火气和生活感的故事
尽显对小人物的关注；陈思诚执导
的《天上掉下个 UFO》单元，由黄
渤、王宝强、刘昊然主演，通过生活
在贵州黔南苗寨的农民发明家“遭
遇”记者二人组调查的欢乐故事，
展现了贵州山区的卓越发展成果；
徐峥执导、范伟主演的《最后一课》

单元，讲述了望溪村举全村之力还
原破旧教室帮助年迈老师重拾记
忆的故事，透过时空交错视角将真
挚暖心的师生之情、望溪村的发展
巨变巧妙展现；闫飞、彭大魔执导
的《神笔马亮》单元，由沈腾、马丽
主演，在画家马亮发挥专业技能助
力乡村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展现了
东北人民的淳朴热情和东北乡村
的绝美风光。

《我和我的家乡》自首支预告
发布后就登上各大平台热搜榜首，
并成为影院复工后首个抖音播放
破亿的电影预告，票务平台“想看”
日增创造了单日增长超 2.8万的好
成绩，映前预售总票房突破亿元大
关。而全国校园路演、五地直播首
映活动等一系列大规模推介活动
及极具创新性的幕后纪实节目，也
将观众期待推向了高峰。 □柏桦

电影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家乡》》全国热映口碑爆棚全国热映口碑爆棚

8天“超长黄金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领
域相关文化消费复苏强劲，一批影视佳作组成的
视听盛宴，为“家门口”增添更多文艺活动新选项。

“家乡”主题成最大热门

《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两部电影新
作，集结了我国影视界诸多知名演员和银幕新秀，

“家乡”成为电影创作团队和广大观众的共鸣点。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的祖国》的经典旋律在银幕上一响起，我就有
点热泪盈眶。”“看到《我和我的家乡》里的乡村教
师，看到《一点就到家》里回乡创业的快递小哥，我
的鼻子有点酸了。”“有欢笑、有泪水，这样来概括
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在网络平台“知乎”上，网友
们借影评抒发情感，也抒发对家乡的爱与思念。

导演《我和我的家乡》中《最后一课》的徐峥感
慨，面对疫情等挑战，大家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很多
心血，“家乡”题材常演常新，关键在于创作者要深
入基层，相信深深扎根于当代乡村土壤里的教师
故事、扶贫故事，能为大家点亮心中的一盏灯。

《在一起》热播，涤荡心灵

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当年创作系列电视
剧，并于当年播出，2020年“超长黄金周”抗疫主
题时代报告剧《在一起》广受关注。这部系列剧在
多家卫视和网络平台同步热播，堪称“现象级”的
文艺作品。

“每天晚上都在追剧，说的就是我们的身边
事。”利用长假从武汉到上海探亲的一对夫妇告诉
记者，“我们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补过这个春
节。亲人团聚，大家在电视机前看《在一起》，重温
战‘疫’经历，感受众志成城的精神。”

“细微处见真情！”军旅文艺工作者陈女士和
家人一起观看了《在一起》的《同行》单元。“单元剧
的名字特别巧妙，‘同行’有两层含义，既说的是各
地医生从事同样的工作，都是同行，也介绍了不同
地方的医生奔赴武汉，大家都是同行者，一下子把
大家的心‘拉回’了抗疫一线。”

在《在一起》的《方舱》单元扮演主角的演员靳
东告诉笔者，这部记录时代的系列剧，还有一大特

点——无妆胜有妆。“绝大部分演员在防护服紧紧
包裹下开始每天的表演，没有化妆，却又胜过任何
妆。拍摄期间气温高，大家有时分不清脸上是汗
还是泪，演出本身也是涤荡心灵的过程。”靳东说。

动画续作争艳，线上线下呼应

“我的青春回来了！”“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第二季没让我失望！”假期中，不仅银幕和荧屏佳
作迭出，互联网上也热闹非凡，不少“80后”“90
后”动漫迷相约守在电脑前，重温童年记忆。2日
上午，国产经典动画《我为歌狂》续作《我为歌狂
之旋律重启》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独家上线，这
是这部作品时隔近 20年后的一次回归。

《我为歌狂》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 2001

年推出，是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故事以
音乐为主线讲述了两支学生乐队的校园生活和
成长历程，受到青少年喜爱，片中不少歌曲传唱
至今。长假期间，在网络平台首发的《我为歌狂
之旋律重启》，秉持了第一季的青春励志主题，收
获众多网友点赞，首日播放就超过 200万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假期里，国产动画推陈
出新的脚步在加快。动漫迷不仅可以在网上过
把瘾，也可走进电影院观看期待已久的动画电影
《姜子牙》。令人惊喜的是片尾还有“彩蛋”，其中
透露了广受欢迎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
吒”“敖丙”等形象或将在今后的新片中再次登上
大银幕，这也让观众兴奋不已。

□许晓青 王婧媛

“超长黄金周”：别样精彩的“影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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