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中的张翠玲。

“我的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
自己画画，一是教人画画。”周一新
说，曾经接触的美术老师，在自己
学习绘画的道路上给予了很大的
帮助。自己也将沿着他们走过的
道路，对学生负责，时刻激发学生
的热情与兴趣，正如自己的恩师戴
敦邦先生一般，全心浇灌学生心中
艺术的种子。

自从 23岁成为老师，周一新便
乐此不疲地沉浸于授课与教学之
中。“一笔一画从青涩到成熟，正如

一草一木从种子到开花，都要用心
浇灌、用时间培养。”周一新回想自
己的学生时代，老师也总有恨铁不
成钢的时候，他笑言：“艺术的行当
里需要付出许多的时间和勤劳，这
是不为大多数人知晓的。因此对学
生进行适当的施压是有必要的。”

如今，周一新已成为宁夏书画
院院长，可他依然担任宁夏大学硕
士研究生导师，每年会带两三个研
究生，在教学过程中，把传统绘画的
魅力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如何让更多的学生成才？周一新
有自己的思考，常规的培养模式过于
千篇一律，存在专业性不强的问题。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就需要学校突出
美术专业特色，制定个性化方案，培
养有思想、有创造的人才。还要鼓励
师生多创作，多组织有规模、有影响
的专业画展，通过社会上不同的声音
来获取更大的进步。

如今的周一新，集画匠与教书
匠于一身，在时代浪潮中挥毫泼墨，
在艺术之林中孕育桃李。

看周一新的画作，仿佛一瞬间被
拉进画中，他用画笔定格时代，人物
神情的真实表现，体现着他灵动细腻
的笔墨功夫和松弛有度的艺术张力。

有神的笔触得益于自小的训
练。周一新从小喜欢绘画，家里的连
环画是最要好的“玩伴”，10岁那年，
他被父亲送去学画，成了当时文化馆
里最年轻的学员。

为何会对绘画情有独钟？“这得
益于我自小生活在良好的美术教育
环境中。上世纪 80年代，石嘴山市街
头就像艺术家的画板，一幅幅手绘
广告画精美绝伦，那画面我记忆犹
新。”周一新说，宁夏虽然小，但是
美术氛围很好，创作的人虽不多，
但创作的内容丰富多彩，有海纳百
川的气势，这为他的绘画生涯埋下
了种子。

青年不辍少年志趣，走过懵懂的
少年时节，揣在心里的绘画志趣，不
断鼓舞着周一新笔耕求索。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他一边研
习经典手法与当代众家水墨之所长，
一边钻研历代书画名作及不同时期
文学经典作品。在此过程中，他积累
了创作技巧，也收获了提炼题材确定
创作主题的经验。

随着光阴的流逝，周一新愈加领
略到中国画的深层魅力与传统文化
的感召力。“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画画
不再是专业，生活没有它不行。”周一
新说，自己对绘画的热爱发自内心，
在他的认知里，这种喜爱愈投入就愈
发不能自拔。

2004年，周一新构思十年的《水
浒忠义堂》问世，多年沉淀的厚积薄
发，让这部作品充满传统文化的精神
气韵，使其一举荣获第十届全国美
展银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宁
夏艺术氛围非常宽松，给了我很多
机会。取得今天的成绩，我非常感
念宁夏给我艺术的滋养，给我成长的
土地。”周一新说。

艺术创作，离不开时代、离不开
生活。画家应该深深融入时代，以
饱满的热情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将其注入创作。几十年来，周一新
一直践行着这种创作理念。

在时代的洪流中，吴忠市红寺堡
区从荒原古堡变为逐梦之地，这里有
着最淳朴的移民文化，为了捕捉其中
脉络，周一新的脚印遍布这片土地。

“周老师又来啦，这次能待多
久，再给我们写个字吧！”当周一新
走进红寺堡区柳泉乡永新村，村民

热络地和他打招呼。“深入生活，不
是走走看看，而是长期深扎在一个
地方，于长期积累和不断深耕中完
成积累。”周一新说，创作的“库存”
丰富，才能让作品有深度、有温度，
这样的作品才有生命力。

无论坐在村民炕头，还是走在
田间地头，周一新仔细观察着每一
个细微处。“细节中藏着文化的符
号，要努力在共性中寻求差异，在细
微处打磨，才能创作出具有风情的
作品。”周一新说，要做到有感而发，

才能把适合绘画表现的、有深刻社
会内涵的、最感人的画面表达出来。

周一新的笔墨追随着时代，在
乡村振兴的画卷上添墨加彩。在他
的推动下，“百村千绘”工作徐徐开
展，1万多平方米的乡村文化墙，被
绘上生动的彩画。

“多年来我的创作重点始终以描
绘‘中国故事’为主，以人物写生、花
鸟山水为辅。”周一新认为，讲好“中
国故事”在艺术家手中就是绘好中国
精神、传递中国精神的核心之所在。

周一新，自治区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
宁夏书画院院长、宁夏美术馆馆长。2011 年被自治区
评为“313 人才”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2014 年被评
为自治区“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5 年被中宣部评为“四个一批”人才，自治区首批

“塞上文化名家”之一。
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他始终以创作为中心任务，

拿作品当立身之本，用艺术之笔述说宁夏故事，推动艺
术创作和艺术活动走进乡村、走进学校、走进社区，把美
育故事写在宁夏大地上。

笃定目标 在艺术的土壤中扎根

追随时代 在生活的细微处创作

匠心育才 在宁夏大地上孕育桃李

◀周一新（右）在基层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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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泼墨 绘就写意人生
——访自治区政协委员 宁夏书画院院长周一新

见习记者 张海峰 文/图

张翠玲不断学习，从本科学历到博士学位，从助教到教
授，不断在专业知识上提升自己。

宁夏理工学院在本科办学的十余年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
绩，包括特色专业建设、重点专业建设、硕士点申报等，都是非
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没有经验、没有人指导的前提下，
张翠玲作为二级学院的负责人身先士卒，带头撰写建设方案、
带头组织调研及人员调配工作，个别科目教学大纲模板是在
她所讲授的课程中，经过多次实践、多次修改后形成的。

经过了 20多年的努力拼搏，张翠玲发表教学科研论文 40
余篇，其中有 20 余篇发表在国家重点期刊，在学术方面
具有一定的影响；主持参与各级各类教科研项目 20 余
项，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大赛获得较好成绩；先后多
次获得年度校级先进及 2010 年、2011 年校两届教学研讨
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三届校级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2021 年度自治区级“互联网 +教育”大赛论文一等奖和
2021 年度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奖等荣誉，为年轻的教师树立
了学习的榜样。

3 以学无止境的精神提升自己

坚守三尺讲台
立德树人守初心
——记石嘴山市政协委员 宁夏理工学院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张翠玲

本报记者 毕 竞 文/图

张翠玲，石嘴山市政协委员，宁夏理工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院长，自 1994 年进入宁夏理工学院
工作，张翠玲深入教学一线已有 29 个年头，她始
终坚持为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的教育教学理念，
在学生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卓有成
效的成绩。

1 持之以恒 坚守教育一线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一棵草去。这是许多教师心中崇
尚的奉献精神，当然这也是我一直所追求的。”张翠玲说，作为
一名教师，她把传授知识作为一种乐趣和享受，孜孜不倦地站
在三尺讲台上，为学生讲授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并为毕业生
指导毕业设计。她坚持传统与改革并举，创新教育理念，培养
了数以千计的电气类人才。张翠玲在本职岗位上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组织举办了宁夏理工学院第一
次科技月活动，为应用型人才培养转型奠定了基础。作为电
气学院院长，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过程
中提出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模式，以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为基
础，在专业能力、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方面做
出了新的创新和尝试。如今作为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她在创
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和思创、课创、科
创、赛创融合方面提出了新的建设性意见，创造性制定了改革
方案和理论教学方案，在“互联网+”教育的高校改革工作中取
得了不菲的成绩。

张翠玲先后组织主持了普通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的
思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特色专业建设、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特色学科建设、物联网特色专业建设等自治区级教科研项目
的研究。凝练了关于本科人才 5A能力培养的组织架构体系，
提出了人才培养的规格和目标，丰富了宁夏理工学院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的内容。制定了适合本学院的五年建设规划，提
出了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提出了课程建设、师
资队伍建设和文化制度建设的方向，在课程建设、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和文化制度建设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

2 指导学生和青年教师成才

在 2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张翠玲喜欢和学生做朋友，不
仅在学业上指导学生，在生活中也给予学生多方关照。学生
一旦在学习、思想甚至生活方面出现困扰和迷惘，都喜欢第一
时间来寻求张老师的帮助。“甚至到现在，带过的学生结婚后
还喜欢跟我谈论生活中的困扰和烦忧。”张翠玲说。

在学校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优秀毕业生留校成为管理人
员。但随着学校的层次和办学水平的提升，对教师素质和教
学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张翠玲鼓励留校学生赵林勇担
重任，“从听课、批作业、监考等最底层的助教开始学习如何做
一线教师，从教案、PPT、讲课的语速、板书的布置等，我都是
手把手地教。”张翠玲说，她还鼓励留校学生取得硕士学位，以
便适应学校对教师的要求。不仅如此，在日常工作中，张翠玲
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带领她的学生们研究项目、教学改革，经
过十余年的引导和帮扶，她所带过的留校学生们不仅成为合
格的教师，还成为部门的中层管理人员，受到学校的重用。

近年来，依托平罗县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和独有的自然景观，文化馆立足自身
优势，紧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战略机遇，大力挖
掘、保护和传承黄河文化，推动文化旅游
高质量发展。

祁燕带领干部职工积极收集整理非
遗传统文化保护项目，组织各类非遗作品
创意大赛及展示活动，注重传承与创新相
结合，加强对传承人的培训，提高其技艺
技能。经过多年努力，非遗传承人队伍也
在逐步壮大。

“我们还会开展一些非遗戏曲、泥哇呜
等项目进校园活动，以及举办非遗文化美
食节等展示推广活动。”祁燕告诉记者，为
使平罗县非遗项目资源总量不断丰富，逐
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地，她带
领大家多角度挖掘传承传统剪纸、社火、
体现平罗特色的扁豆凉粉、粉水调和及其
他面食制品的制作技艺等非遗文化，对优
秀的项目逐步向市级、区级和国家级申
报。在她的努力下，非遗项目资源总量和
传承人数量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2022 年
新增自治区级非遗项目 2 个、市级非遗项
目 2 个，县级非遗项目 9 项、新增自治区级
非遗传承人 1 名、市级传承人 6 名，县级传
承人 19人。

“我们一直在统筹推动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共同发展。2022 年举办了‘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传承非
遗文化 品享非遗美食’平罗县首届非遗
美食文化节等，这些活动获得了积极反
响。”祁燕告诉记者，平罗县仍在不断挖掘
整理近 10个非遗饮食类项目，能够让传统
饮食文化、非遗技艺走向寻常百姓餐桌，
能够让非遗美食传出去、带动餐饮消费火
起来，乡村旅游热起来。

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基层的群众文
化工作者，祁燕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了
自己的工作中，用青春点亮了群众的文化
梦。“我深知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会继
续带领团队，始终坚持为民服务的理念，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始终坚持高
质量发展，为推动平罗县文化繁荣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祁燕说。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要始
终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奋战
在文化工作一线的祁燕，努力用
行动践行着自己的铮铮诺言。她
敬业坚守，立足本职岗位开拓创
新，策划并执导了一场场饱含思
想和艺术结晶的文艺晚会、文化
展演，让文化兴旺的种子在群众

心里生根发芽。
近年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吹响号角，为了激发贫困群众
内生发展动力，祁燕充分利用文
化馆公共文化演出服务平台进行
文化扶贫，落实“两不愁三保障”
等帮扶措施。让演出与文化普及
双翼齐飞，让更多的群众接受文

化的熏陶，是她一直努力的方向
和不变的奋斗初心。

“经过鼓励和扶持，帮扶对象
的思想有了大转变，生活都有了
新起色。”祁燕告诉记者，县文化
馆将继续完善社会职能，健全与
其职能相适应的基本文化服务保
障机制。

用心用情点亮群众文化生活
——访平罗县政协委员 平罗县文化馆馆长祁燕

本报记者 罗 鸣 实习生 宋韩春雪 文/图

祁燕，石嘴山市平罗县政协委
员，平罗县文化馆馆长、文联副主
席。2001 年，祁燕考入平罗县文化
馆工作，20 多年来，她怀着对群众
文化工作的深厚感情，恪尽职守、
任劳任怨，坚持把服务基层、服务
群众作为工作重心，一件事情接着
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发
挥自己的文艺所长，带领文化馆工
作人员积极服务群众，努力提升文
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不断充
实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助力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向纵深发展。

“文化馆如果想吸引人、留住
人，馆里就要有内容可看、要有事
可做、要有知识可学。”这是祁燕
工作多年来的体会。如何让文化
馆的文化惠民服务真正深入民
心，祁燕为此做了不少功课。无
论是在繁华热闹的县城，还是在
安静温馨的乡村，总少不了祁燕
和她带领的文化志愿服务队，她
们的足迹遍布在全县乡镇、企业、
学校。2020 年，祁燕组织文化志
愿者深入全县 13个乡镇及 3个移
民村进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和“送戏下乡”等演出活动，规
模 由 小 到 大 ，累 计 演 出 16 场

（次），吸引了县内外 8 万余名群
众前来观看，丰富了群众的文化
生活。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也日益增长。“文化活动只有根植
于群众的日常生活，才能彰显出
强大的生命力。”在工作中，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打造文艺作
品，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成为祁燕努力的目标。在她的带
领下，编排音乐快板《六中全会绘
蓝图 百年交替续新篇》、歌伴舞
《再一次出发》、小品《验收之前》
等 11个节目，深入到 13个乡镇及

3个移民村开展文艺演出。她还
组织主创人员对原创小品《验收
之前》进行二次改编、精心打磨，
参加第十九届群星宁夏赛区活
动，获得了曲艺类二等奖。

文化志愿服务也是她所关注
的重点，在她的推动下，移民小学
推广普及校园操、选派专业技术
人员前往平罗县特殊教育学校开
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邀请宁夏
小沙粒沙画艺术工作室为特殊儿
童现场教授沙画制作等一系列活
动，为大家提供更为丰盛的文化
大餐，让更多人享受文化服务带
来的幸福感。

创新非遗 激活历史文化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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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潜心学习践行诺言

祁燕在团拜会上主持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