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海峰不甘心于面朝黄土背朝
天靠土地过日子，于是萌生了靠知
识、靠技术来改变生活的想法。
1993年，强海峰决定下海经商。“实
现自己理想的基础必须是能够在这
个社会上生存下来。”对他来说，起
初的生意只是为了生存。因此，他
开过拉面馆、办过饲料厂、倒腾过粮
油生意，虽然只是小打小闹，但日子
也过得丰衣足食。

2007 年，强海峰注册成立了宁
夏强尔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门
做传统食品。让他苦恼的是，尽管
本地的传统食品存在已久，但却没
有自己的品牌，开拓事业的路程仅
仅只是一个开始。

一次，强海峰偶然听朋友说：
“我现在都不吃醋了，因为吃不出小
时候的味道了。”这句话，引起他强
烈的共鸣：“小时候的醋，有醋的
香。现在市场上的醋，为什么就只
有醋的酸。”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
生了变化，谁还有耐心去等待漫长
的酿醋过程呢？很难再吃到记忆里
那种香醇的醋，也在所难免。为此，
在商海摸爬滚打多年的强海峰毅然
决然地选择了发扬强氏祖业——家
醋酿造事业。

强氏家族酿醋，距今已有百年
历史，在当地人老字辈里都是出名
的好醋。但强家老醋局限于家族作
坊式的生成模式，产量很低，为了将
家传酿醋传承下来，让更多的人吃
到醇香绵柔、古法酿制的好醋，强海峰
在家传酿醋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深
度挖掘吴忠地方传统食醋的加工工
艺，并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反复
论证，与山西省食品工业研究所合
作，采用新型工业化生产与传统酿
醋工艺相结合的方式生产加工传统
老醋。

当时很多朋友们和他笑谈：“放
着好好的贸易生意不做，咋想起酿
醋了？市场上那么多的醋，难道还
缺强氏一家？”他笑笑说：“强家老
醋，里面有妈妈的味道，有家的味
道，有强家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
朴实无华的言谈里，透露着西北汉
子淳朴善良的品格。

发扬家醋酿造事业

宁夏强尔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位于利通区失地农民创业园，
占地面积 1万多平方米，厂房总建
筑面积 6200 平方米。历经多年的
艰苦创业，强家老醋从最初的家
族作坊式生产模式，逐步转变为
机械化生产模式，目前，已经具
有 一 定 的 规 模 。 公 司 总 投 资
6000 万元，建成达产 1 万吨 /年强
家老味道富硒老醋生产线、3 万
吨 /年含硒酱菜生产线。主要生
产富硒老醋、苦荞醋、含硒酱菜、

养生果醋等系列产品，产品畅销
闽、浙、琼及部分省区，同时，远
销中东多个国家，备受当地消费
者的喜爱和好评。

曾经的强家家族是“家家有醋
缸，人人当醋匠”，酿醋成为当时强
氏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在强
海峰儿时，那种盛夏时节家家晒醋
缸、满村飘醋香的情景，是最美的人
生记忆。历经传承，终将接力棒传
到了强海峰手中。强家老醋酿制工
序严谨而复杂，共分为除杂、浸泡、

蒸煮、醋母发酵、拌入挂曲、日晒醋
醅发酵、淋醋、窖藏、日晒 8个阶段，
那些本来自由的粮食颗粒，在这个
过程中发生了美丽的化学反应，产
生出了别致的气味。

强家老味道，正是采用祖传的
纯粮挂曲法酿造老醋。纯粮挂曲
法，酿制工序严谨而复杂，其中挂
曲、日晒醋醅发酵是传统老醋制醋
工艺中的秘密武器和核心技术，这
使食醋含有更多的氨基酸等人体
必需营养成分。

老味道在传统工艺中焕发光彩

强海峰谨记祖辈教诲，做人要
诚实，要对得起良心。选料，他精
挑细选；煮蒸晒，他严格把关。无
论哪个环节，都不允许员工说“差
不多”，他说：“差不多也是差，差就
不分多少”。

强海峰靠前人传下来的手艺，
酿出了真正有“老味道”的宁夏传
统老醋。老醋香味芬芳，色泽红
褐，口味酸而鲜甜，并具有特殊的
豉香。“食因醋而鲜”，老醋因而成
为当今宁夏食醋中的杰出代表。经
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整合，目前，强
海峰的公司年产传统老醋达 3000
吨，其生产规模、产品品质在全市

都名列前茅。使宁夏传统老醋走上
了健康的发展轨道，成为自治区科
技型中小企业和自治区龙头企业。

对强海峰来说，这还远远没有
做到最好。近年来，他和山西省食
品工业研究所合作，研发出了一系
列口味的保健醋品：枸杞醋、苹果
醋、玫瑰醋等，还衍生出了醋疗法，
采用薰蒸等中医疗法保健。

为了将传统工艺更好的传承
下来，他专门建立了传统酿醋工艺
车间，面向家庭开放，可以以家庭
为单位参与酿醋，他想让更多的家
庭了解传统酿醋法，把非物质文化
保存并传承下去。

谈及未来，强海峰表示，他想
继续全面地收集整理传统老醋酿制
技艺资料，完成建档工作，建立长
效机制；完善技术培训制度，组建
传统老醋酿制技艺培训班，聘请老
艺人定期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讲座
和比武，使传承不间断；扩建优质
原材料基地，与 5户农名签订种植
和收购协议；组建强尔萨醋业集
团，扩建酱醋技艺传习中心，并建
立占地 130平方米的培训基地。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不忘
初心，对作为政协委员的强海峰来
说，这是他的使命，亦是他作为企
业家的良心，更是他毕生的追求。

把传承创新作为毕生追求

在吴忠市利通区南部有一个村子，叫
强家沙窝，这里曾经是“沙飞朝似幕，云起
夜疑城”的荒凉之地，强海峰，就出生在
这里。然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当地百姓
几十年来坚守奋斗，硬是把盐碱地变成了
良田，把沙漠改造成了绿洲。坚韧不屈是
一种精神传承，这也培育出强海峰自强不
息、勇于拼搏、敢于创新的铁骨性格，通过
个人的努力和拼搏，强海峰创立了宁夏强
尔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委员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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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瓮家醋里的传承与创新
——访自治区政协委员 宁夏强尔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强海峰

本报记者 李 莹

强海峰在酿醋。

用心做教育 以爱润桃李
——访自治区政协委员 银川市西夏区第二小学副校长钱明秀

本报记者 邓 蕾 文/图

“让孩子享受教育是教师的使命，更是教师的责任。”自治区政协
委员、民进会员、银川市西夏区第二小学副校长钱明秀，十几年如一日
献身教育，在三尺讲台上用心播撒着爱的种子，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
花香弥漫。

从教以来，钱明秀用独特的教学方式和管理方式，诠释教育之美，
绽放知性之美，展示人格之美，让教育变得温暖而和煦。她先后被授予

“西夏区美丽教师”“银川市优秀教师”等多个荣誉称号。

“传承中华文化，首先是要了解中华文化，真正认识到武术是
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文化精华。”杨文玺说。

在向世界传播中华武术的道路上，他披荆斩棘，用几十年如一
日的实际行动向大家证实自己是博大中华武术文化在传承道路上
的践行者。

近年来，杨文玺积极开展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多次接待国外
客商，随中国代表团参加新加坡世界文化展表演中国杨氏拳，得到
外商和各级领导的称赞。

2014年 4月，应邀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参加文化交流活动；
2016 年 12 月，应邀参加马中武术文化交流；2019 年 3 月，应邀到迪
拜进行武术文化交流，表演杨氏拳，获好评，为宣传推广中华传统
武术作出了贡献。

央视一套《见证·亲历》、央视一套《中华民族》、九套《外国人看
中国》、旅游卫视《中国游》等拍摄并播放了杨氏拳，央视五套《武林
大会》全国争霸赛上杨文玺的弟子获一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他
的学生曾在第二届世界武术邀请赛中获棍术银奖、传统拳术金奖，
首届宁夏民间散打比赛中获银奖，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获得银奖、全国各种武术比赛中获前六名多次。

现如今，杨氏拳已成为吴忠一道亮丽的名片。

传统武术名扬天下走向世界

杨氏拳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杨氏拳由宁夏一
代宗师杨公士鹏（1779 年-1870 年）创立于清朝年间，它集内外功于
一炉，融武术气功于一家，集搏击、养生、表演于一体，由徒手、器
械、内功、养生功、硬气功、杨响板、对练、软器械等功法组成。

杨文玺介绍，杨氏拳是我区传统武术的代表与缩影，至今已经
有 200 多年的历史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鲜为人知。“杨金柱也就是
我爸爸，他这一带可谓是将我们杨氏拳的发展又推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杨文玺说，杨金柱 8 岁就随父亲习武，艺成后先后遍访全国
各地习武之人，因此杨金柱不仅练得一身好武艺，精八极、弹腿、查
拳等拳种及形意、八卦、太极等拳械，还在家传技艺的基础上，将杨
氏拳反复精研锤炼，总结出了杨氏拳的精要，使其结构更加严谨、
套路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同时还将毕生所学传授于儿子杨文
玺、杨文昭，侄子杨文广、杨文明。

杨文玺自幼秉承家传绝学，随父辈习练杨家秘功，耗 30余年之
心血研练，终于掌握本门之全部精华，成为掌门人。“杨氏拳具有
独特的特点，伸缩自然、左右协调，上下相随、进退有序，进攻快速
凶猛、防守巧妙严密，出招古怪别致、身灵步活多变。器械的战招
均具有灵小巧妙的特点，出手制胜。具有很高的养生价值，所以
我们才本着强身健体的目标在办学。”杨文玺说，杨氏拳通过内功
的修炼有效促成武功飞跃，通过武功的锻炼，有效提高内功修为，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蕴藏着上下古今天地万物之至理与艺
术魅力，通过全面锻炼，内外兼修，功技并进，可以防病疗疾，修身
养性。

精研锤炼 代代相传

如何传承传统武术，将其发扬光大？“武术是种文化，我们应当
有效挖掘它的传播价值，展示其能够流传的魅力。所谓传承，传自
技艺，承自人心。”这是杨文玺对传承传统武术文化的见解。

2006 年，面对严格传代规矩“传回不传汉、传内不传外、传男不
传女”，杨文玺深感“杨氏拳”的传承已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为了
不让这项绝学失传，他改变传统，打破 200 余年来主要靠“口传心
授”的传承方式，整理完成了《灵州刀》《汤瓶七式》《杨氏拳》和《医
疗气功与硬气功》四部著作，并创立了吴忠传统武术文化学校，广
泛招生，将整套拳法传授于自己的两个女儿杨澜、杨婕。

一手创办的吴忠市传统武术文化学校是吴忠市唯一一家由教
育部门发证的武术学校，传授套路、拳、刀、枪、棍、剑、九节鞭、双节
棍、散打、拳击、女子防身术、传统套路、中华武术、杨氏硬气功等。
在利通区第十一小学操场上，每周三下午杨文玺都会来到这里教
100 多名学生学习武术。“每个招式的应用，每个器械的使用，杨老
师都会手把手教我们，而且要求特别严格。”该校六年级 1班学生马
宇翔说，从三年级开始，他就跟着杨文玺学习杨氏拳，假期或周末，
还可以在杨文玺开办的武术传承基地免费训练。

“武术是一种很讲究‘精神’的运动，武术的练习过程需要学员
下苦功夫，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可以培养孩子勇于进取的精神
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同时对孩子自信心的建立很有帮助。”杨文玺
说，希望通过师徒相授模式，让更多人喜欢中国传统武术，从“学”
到“教”，形成“传帮带”的良好观念，将传统武术传承弘扬下去。

如今，杨文玺带领着杨氏武术表演团多次接受吴忠市各大
活动邀请，为儿童福利院、敬老院、部队、机关、社区义务义演近
千场。

习武术之魂魄 扬文化之精髓

——访吴忠市政协委员 自治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保护项目传承人杨文玺
本报记者 王 茜

弘扬武术精神 传承“非遗”文化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体现了中国人的
智 慧 结 晶 和 文 化 凝 聚 。
杨文玺是“杨氏拳”的第六
代传人，吴忠市政协委员、
吴忠市传统武术文化学校
的创办者，同时还是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
护项目的传承人。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
繁华易匠心。”杨文玺说，作
为 一 名 武 术 工 作 者 、践 行
者、传播者和传承者，他希
望通过发挥自身优势，积极
履行职责，为实现传统武术
文化事业的美好明天不断
努力，让传统武术走出去。

杨文玺教学生们学习武术。

以匠心精神做教育工匠

“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这
大概是汉语中关于“匠心”二字的最
早记载。真正的匠心，不是口号，而
是经得起考验的坚守与专注——始
终用心、认真地对待工作中的每一
件事，将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

拥有教学工作者特有的清晰缜
密的思维和师者的睿智与亲和力的
钱明秀，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教育
工匠。在担任西夏区第二小学副校
长前，钱明秀先后在宁夏芦花台园
林场农科院小学、西夏区农科院小
学等地任辅导员、教导主任等职位，
在每一个岗位上，她都以专业水准
引领教育事业发展，用平凡的经历
诠释“工匠精神”。

钱明秀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一丝不苟。来到西夏区第二小学之
后，她将这种高要求也落到了教师
队伍培养上。她扎根课堂，组织教
师深入学习《中小学教师职业标准》
和各年级段课程标准，对教师的备
课、上课、课后反思做出了具体的要
求。积极落实“一师一优课”教研活
动和网络上传任务，依据活动扎实
开展教学研讨。她还会蹲点班级，
跟踪听课，实时反馈，定期带领教务

处部门检查教案和批改作业情况，
并对检查结果给出定性评价，督促
教师在备课、上课上下功夫。“遇到
一个好老师是孩子的福气，我不允
许任何一个老师在专业发展上掉
队。一旦一个老师落下了，影响的
将是整个班的孩子。”钱明秀说。

当了多年的校长，钱明秀深知
教师对一所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她
说，教师是学校的第一生产力，教师
在专业成长上一个都不能少。而作
为副校长，她会在前面领着老师们
走，也会在后面推着他们走。她十
分注重教师价值观的引领。“校长是
教师队伍中的‘首席’教师，教师的
职业认同感既来自于自身的生活，
也来自于校长的影响，后者就这取
决于校长在教师中较高的职业认可
度。”钱明秀说。

钱明秀还提倡为教师的专业成
长提供适宜的环境，发挥教师的主
体性，同时运用有效的激励机制，让
教师用自己的力量助推孩子成长。

“成长总是从内部开始的，老师们在
学校获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会慢
慢形成内驱力，这样工作热情才会
被激发，才会主动要求成长。”在钱
明秀的带领指导下，西夏区第二小
学教师队伍形成了团结和谐、关爱

互助的团队氛围，大家有热情、有激
情地投入到日常教育教学当中。

躬身教学一线

作为学校领导，钱明秀以身作
则，推动教师与学校共同发展；作为
教师，她始终关注教育教学，关心学
生的学习情况。走进钱明秀的办公
室，就能被桌上厚厚的一叠学生习
题册所吸引，虽然很早就走上了行
政岗位，但钱明秀从没有离开过讲
台，从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我始
终认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首先
是一名教师，专业素养必须拿得出
手。”钱明秀说。

无论是课堂上耐心的讲解，还
是课后在学生习题本上一笔一划进
行批改，钱明秀都亲力亲为，“虽然
有的班是中途才开始带的，但看着
孩子们的学习习惯、成绩有了新的
进步，我的心里也满是成就感。”在
谈起自己的学生时，钱明秀的眼神
中带着欣慰。

在上课的时候，钱明秀更喜欢
去激发孩子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把
课堂还给学生，而她要做的则是要
带着思想进课堂，对学生进行思维
提升的“精准投放”。

教育是一项细致而长久的工

程，需要通过一代人去影响另一代
人，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固步自封。
钱明秀认为，当代教育要敢于突破，
勇于创新，因此办各类学校社团也
成为她教学工作中的一个创新点。
如今，学校书法、布贴画、足球、诗词
创作、合唱等社团开展的活动有声
有色。“孩子们在社团活动中，通过
兴趣培养磨练意志、培养团队合作，
反而促进了学习。”谈到这里，钱明
秀充满了自豪，拿出了孩子们的奖
杯、奖牌、奖状和亲手制作的作品一
一介绍。

在扎根教育教学一线的同时，
钱明秀也不忘继续提升自己的知识
水平。她时常说，教师要有谦虚、博
学、慎取、精授的态度和思想，形成
自我独特的个人魅力，才能游刃有
余的展示自己的课堂教学风采，对
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2019年
3月 24日至 30日，钱明秀参加了由
民进宁夏区委会在上海社会主义学
院举办的“2019 年参政党理论研究
培训班”学习。“这次的上海培训之
行，不仅仅只是政治理论学习，更是
一场精神的盛宴和洗礼。”钱明秀
说，今后，她将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把加强学习作为自己终身的必修
课，立足本职，讲奉献，讲担当。

钱明秀给学生辅导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