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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结缘沙画

蒋凯华是安徽安庆人，今年
45 岁，住在海曙区高桥镇高桥社
区 。 大 学 时 ， 他 学 的 是 美 术 专
业。“当时电脑还未普及，我们使
用手工喷枪画图。”这也锤炼了蒋
凯华扎实的绘画基本功。

1999 年，大学毕业的蒋凯华
被分配到老家县城的建设局。年
轻气盛的他不想人生轨迹就此定
型，“一心想到外面的世界闯闯。”

次年，蒋凯华只身一人来到
宁波，应聘进入一所中专院校教
设计。后来，他办过广告公司，
开过胶带厂，并在一次机缘巧合
下“结识”了沙画。

2012 年，蒋凯华参加杭州湾
新区一家企业庆典时，看到有人
现 场 表 演 沙 画 。 这 种 绘 画 、 动
画 、 音 乐 元 素 相 结 合 的 表 现 手
法，让学美术出身的他感到深深
震撼：“原来画画还有这种形式。”

这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一 直 萦 绕 在 蒋 凯 华 心 头 。 他 花
3000 多 元 ， 从 网 上 购 买 了 沙 画
台、DV 等设备。“当时宁波没有
沙画老师，网上的沙画视频都经
过剪辑，没法参考学习。我只能
对照找到的沙画图片琢磨自学。”
好 在 蒋 凯 华 画 画 速 写 的 功 底 扎
实，很快就初窥门径。

“ 沙 画 被 誉 为 ‘ 瞬 间 的 艺
术’，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
是 现 场 作 画 ， 时 长 5 分 钟 左 右 ，
要求很高，不能出错；另一种是

沙画视频，后期剪辑的时间比作
画更长。”蒋凯华介绍。

沙子是作沙画最关键的原材
料。“必须使用过滤过的细沙，沙
滩上的沙子粗细不匀，落在沙画台
的玻璃上会弹散，影响画面，同时
也会加剧玻璃磨损。”蒋凯华说。

创作沙画时，主要会用到漏
沙、抹沙、捏沙、划沙等手法。

“在我看来，漏沙最难掌握。”蒋
凯华攥起一些细沙，在拳头松握
之间让沙子从指缝漏下，从而展
现出线条的虚实变化，“握太紧，
漏下的沙太少，反之又会撒成一
堆。要恰到好处地控制量，需要
一定的悟性和大量练习。”

沙画通常要“讲故事”，所以
蒋凯华创作前会写好每幅画面的
文稿，再在脑海中构思好画面。

“油画后期可以多次修改，但沙画
需要一次成型，所以对造型要求
特别高。只有心中有画面，才能
让一盘散沙听自己的话。”现在，
蒋凯华只需短短几十秒，就可以
创作出一幅风景或人物沙画。

用沙画记录每个感动瞬间

蒋 凯 华 创 作 沙 画 作 品 的 灵
感，来自他的所见所闻。“这个题
材首先要感动我，我创作后才能
感动观众。”他道出了自己创作选
材的原则。

2017 年，蒋凯华创作了沙画
《医者仁心》，灵感就来自临床一线
的妻子——鄞州人民医院儿科护
士郑儿。“当时妻子每周要上两个
夜班，我去医院接她时，经常看到
她推着治疗车，在长长的走廊里忙
碌；她生病也很少请假，就是趁

休息间隙给自己扎个针⋯⋯”这
动人的一幕幕场景，像胶片般深
深定格在蒋凯华心底。

想到自己从未给妻子创作过
沙画，蒋凯华决定给郑儿一个惊
喜。他花了一周时间，把记忆中
的一个个画面变成一幅幅沙画，
并拍摄、剪辑、配音，制成 4 分
钟的 《医者仁心》 视频。

《医者仁心》 展现的真实场
景，不但引起了医护人员共鸣，更
在不经意间戳到了网友们的泪点，
赢得了无数点赞。蒋凯华“一夜爆
红”，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短短几天，央视新闻客户端该
新闻的阅读量有 8.3 万多次，人民
日报客户端点击量达 58万次，共青
团中央微博转发的视频点击量更
是高达 818万次⋯⋯蒋凯华还因此
接受了央视《焦点访谈》 采访。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让
蒋 凯 华 捕 捉 到 了 更 多 感 人 的 瞬
间。“我在新闻上看到，很多人为
我们负重前行，换来我们期盼的
春暖花开。”2 月初，他制作了沙
画视频 《致敬逆行英雄》，分为

“再战”“战疫”“承诺”“出征”
“坚守”“休整”“担当”“忘我”
“鼓励”9 个篇章，其中他把 84 岁
的钟南山院士 1 月 18 日傍晚在高
铁餐车上的照片放在第一个章节。

几天后，蒋凯华从妻子处得
知鄞州人民医院一些医护人员将
驰援武汉，特地向医院要来相关
照片作为蓝本，并结合妻子告知
的一些细节，精心创作了暖心沙
画 《请一定平安归来》，为出征人
员送上真诚的敬意和祝福。

最 让 蒋 凯 华 满 意 的 ， 是 他
“灵光一现”的作品《平凡英雄》。当
时，他所居住的小区已有确诊的新
冠肺炎病例。社工们舍小家为大
家，每天奔走在战“疫”一线。

一天，蒋凯华和高桥社区党总
支书记王小菲通电话。“当时，王书
记因为过度劳累嗓音沙哑。说到长
期没回家，女儿十分想念她时，王
书记哽咽了⋯⋯”蒋凯华从王小菲
的话语中，感受到对方作为母亲的
柔软，又充满了战“疫”必胜的信
心。

于 是 ， 蒋 凯 华 打 开 手 机 免
提，让妻子悄悄录下他和王小菲
的通话。他又私下从王小菲的朋
友圈以及“海曙高桥”“高桥社
区”微信公众号上，搜集沙画素

材照片，并结合录音剪辑，制作
了 《平凡英雄》 沙画视频。“我想
献给奋战在抗疫基层一线的社区
工作者、志愿者们，他们都是平
凡英雄。”蒋凯华说。

用沙画传递公益之心

如今，蒋凯华已将沙画作为
主业，“沙画师在国内是一个较冷
门的职业。据我所知，宁波能进
行现场表演的沙画师很少，但这
个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蒋凯华曾受宁波、杭州、上
海、广州等地的大企业邀请，在
年会或庆典上表演沙画。“现场表
演每场 1 万元，制作沙画视频每
个作品收费 2 万元以上。”去年，
蒋凯华在沙画业务上，收入有二
三十万元。同时，他还和政府合
作，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我为奉
化城市展览馆其中一个展厅创作
了 4 段沙画，展现宁波‘最年轻
新区’的城市变迁。”

商业价值固然重要，但蒋凯
华更看重的，是通过更多用心的
作品来传递公益价值。前年，作
为社区志愿者的他在宣传垃圾分
类 时 ， 发 现 居 民 们 分 类 意 识 不
强、参与度低，便主动制作了沙
画版的垃圾分类公益宣传片，通
过动画形式展现垃圾“四分法”
的运用，并在网上征求宁波童谣
作 品 及 音 频 ， 希 望 与 宣 传 片 结
合，达到通俗易懂、过目不忘的
效果。去年，蒋凯华看到奉化挡
刀女孩崔译文的新闻后，连夜构
思 创 作 了 沙 画 《美 丽 的 勇 敢》。

“作为新宁波人，我为小崔感到自
豪，希望通过沙画，让宁波市民
看到一个更感人、更温暖、更美
好的爱心之城！”他动情地说。

在蒋凯华看来，沙画不能只停
留 在 屏 幕 上 ，应“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为了推广这门艺术，他到儿子
就读的高桥中学，为初一、初二 80
名学生义务授课，每周两节，学校
也为此开设了沙画校本课。“孩子
们很喜欢沙画，每次报名都爆满。
每逢学校举办晚会等活动，孩子们
就会现场表演沙画，如今已成为学
校的特色节目。”蒋凯华乐在其中。

平 时 ， 蒋 凯 华 还 经 常 参 加
镇、村或社区的公益活动，如利用
自己在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室，为居
民们开设公益沙画课，或不定期走
进其他学校进行公益讲座。高桥民
乐村七彩夏日快乐暑期营、江北逸
嘉社区居家养老课堂等现场，均留
下了他活跃的身影。

蒋凯华的志向远不止此。“沙
画对速写基本功的要求较高，所
以可复制性相对较差。如果有职
校、高校想为艺术生开设沙画选
修课，我愿意义务授课，以更好
地推广这门技艺。”同时，他打算
录制沙画教学视频，放上抖音等
平台，供网友们免费学习。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
对沙画‘零概念’、但又感兴趣的
人领上这条路，让更多的人体验
沙画的独特魅力。”这是蒋凯华作
为一名沙画师的初心。

沙画师沙画师：：

以沙为墨以手为笔以沙为墨以手为笔
画出动人瞬间画出动人瞬间

一漏、一抹、一勾、一点……在宁波沙画师蒋凯华
的手中，一抔细沙仿佛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一会
变成一幅气势磅礴的泼墨山水，一会又绘出一位婀娜多
姿的青春少艾，在光影交错中灵动变幻。

以沙为墨、以手为笔，蒋凯华用沙画这种独特的艺
术形式，用心记录每个感人瞬间，向人们传递更多真善
美的力量。在他的娓娓道来中，记者走近了沙画师这个
带点神秘感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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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通讯员 支倩君 记者 厉晓杭

“把这些种子收集起来，分批
次 编 号 种 下 ， 等 到 来 年 发 芽 开
花，就可以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
模样了。”近段时间，北仑小港悠
暖花开园艺场负责人戚幼囡刚刚
完成了新一批朱顶红种子的收集
培育和新种球的种植工作。

身为一名育花人，从原生朱

顶红的种植到各种进口朱顶红的
引进，再到自育朱顶红品种的推
出，戚幼囡年复一年埋头钻研，
如 今 朱 顶 红 已 经 杂 交 到 了 第 七
代，其中不乏独一无二的美艳花
朵。

多年前，戚幼囡第一次看到
朱顶红，就被它的美丽深深吸引
住了。而真正成为一位“卖花姑
娘”，则与她的丈夫鲁冯国分不

开。
“他从小就喜欢摆弄花花草

草，开始在家里的院子、阳台上
种植，后来越种越多，干脆专门
租了一块地种花。”戚幼囡说，后
来鲁冯国辞职专做花卉培育。

经过多方考量，夫妻俩将朱
顶红选为种植培育对象。“还是

‘阳台党’时，我们已经引进了上
百个朱顶红品种。朱顶红适应性
非常强，病虫害少，在全国各地
可以栽培种植，我们对它很有信
心。”戚幼囡说。

如今，两人的花场逐步扩大
到了 40 亩，虽然有了“爱火花”

“血色天空”等稳定繁育、规模化
种植的自育朱顶红品种，但在戚
幼囡看来，这一切只是开始。

戚幼囡的朱顶红基地，看起
来像科研基地。“杂交说简单其实
很简单，就是把雄蕊的粉抹到雌
蕊上，之后经过四十天左右，种
夹变黄开裂，就代表成熟了。但
要培育出一个真正的新品种，这
一切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戚幼囡介绍，收上来的种子还需
进行播种、育苗，等到养大开花
后才能够看到杂交的成果，而这

大概要花上一年半到三年的时间。
“就算开花了也不代表培育成

功，像今年收上来的这些种子，
它们或许能开出几十种不一样的
花 朵 ， 但 其 中 真 正 能 够 保 留 下
来 ， 成 为 一 个 成 熟 品 种 的 却 不
多。”戚幼囡说。

在种球筛选区，地里的每一
棵朱顶红有属于自己的编号，“上
面的 2020 是指这颗种球的开花时
间，2019 则是它的种植时间，其
他英文字母和数字则代表了花的
大小、单重瓣及其他属性。”戚幼
囡介绍，因为朱顶红的种球长得
差不多，所以需要靠用特殊编码
来记录。

通过观察花朵的形态、植株
的抗病性等表现，戚幼囡会选择
其中几个优良品种进行扩繁。戚
幼囡介绍，切球扩繁能够保证品
种稳定，但要耗上 2 年至 4 年时
间，而后续为了获得市场认可，
又要几年的等待与坚守。

从 花 卉 新 品 种 的 引 进 、 培
育 、 引 入 市 场 ， 再 到 被 市 场 认
可，发展成为主流品种，夫妻俩
花费的心血可见一斑。但也正是
这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才有了如

今的繁花灿烂。
“园艺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好

的杂交自育新品种，除了已经在
售的几个品种外，通过这些年的
积累，现在我们每年能推出 10 至
20 个新品朱顶红，只要扩繁到一
定数量就可投入市场，接受市场
检验。”

因为产品适应性好，表现稳
定，这几年，找上门来购买的花
友越来越多，甚至有花卉研究院
也向戚幼囡抛出了订单。为方便
销售，戚幼囡专门开设了淘宝店
铺，通过互联网把产品卖到了全
国各地。此外，他们还积极参加
宁波植物园园艺展、杭州园艺展
等各种园艺展，以提高园艺场和
所拥有品种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除了朱顶红外，风雨兰、苦
苣苔等花卉也是我们这几年的主
要研究方向，希望能把更多更美
的花朵带给大家。”戚幼囡说。

戚幼囡戚幼囡：：育花十余载育花十余载 花开千万株花开千万株

记 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尤文军
通讯员 程冰凌

稻草青青，荷叶田田。绿色的田
野中，座座白墙黛瓦的村舍点缀其
间。游客或在池塘边垂钓，或在荷塘
间采莲，怡然自得体味田园乐趣。7
月中旬走进海曙区集士港镇新后屠桥
村，眼前出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一幕。

“这两年，来村里观光休闲的游
客越来越多，去年月均 1 万人次，村
集体收入 80 多万元。今年虽然受疫
情影响，但是吸引力不减，村集体收
入可望达到 160 万元。”新后屠桥村
党总支书记罗国云自豪地介绍。

很难想象，5 年前，新后屠桥村
还是一个负债 358 万元的落后村。这
天壤之别源于全村上下齐心，建设美
丽乡村，将传统农业转型为休闲旅游
农业的成功实践。

2015 年 3 月，罗国云走马上任新
后屠桥村党支部书记。“当时，全村
环境脏乱差，还被区里通报批评。”
罗国云记忆犹新，为此，全村党员、
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从整治村内
环境卫生、提升景观着手，大力建设

“美丽乡村”，“在区、镇等各级部门
支 持 下 ， 全 村 累 计 投 入 1000 多 万
元，用 1 年半时间，拆除违建、清理
乱堆乱放的杂物，新建河道驳坎，统
一房屋外立面，并在 15 个自然村间
新建了游步道，在周边种上花草树
木。”

如今，2.5 公里游步道将新后屠
桥村村村相连，每天傍晚，村民漫步
田间地头，欣赏着美丽鲜花，享受着
田野的清新空气，村民的卫生和生活
习惯也随环境变化有了蝶变。

乡村有了美丽外表，还要赋予其
深厚内涵。新后屠桥村有 2300 多名
村民、2400 多亩土地，过去一直以
种植水稻和蔺草为主，如何依托乡村
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发展多种经
营，将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经村民大
会多次讨论后，村里制定了“依托村
接壤城区、交通方便的地理优势，打
造综合农业观光休闲旅游村”的新目
标。

经过村民的齐心协力，如今的新
后屠桥村已经打造为四季花香果香的

“网红村”：3 月，500 亩油菜花辉映
田 间 ； 四 五 月 间 ， 100 多 亩 桑 果 丰
收；6 月底至 9 月底，300 亩荷塘绽放
着美丽；7 月，水蜜桃、葡萄等时令
水果令人垂涎欲滴⋯⋯游客纷至沓
来，观光游、亲子游、采摘游等农业
休闲游带火了新后屠桥村，也让村民
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村民金惠娟全家搭上火爆乡村休
闲 游 的 “ 顺 风 车 ”， 开 挖 了 6 亩 池
塘，养殖小龙虾，吸引游客“垂钓
游”。“今年五一节期间，最多的一天
有 700 多名游客前来垂钓、烧烤，5
天纯收入四五万元。”金惠娟开心地
告诉记者，依托乡村旅游，村民自产
的花生、芋艿、菜籽油等农副产品也
成了“抢手货”，收入节节攀升，日
子一天天红火起来。

尝到了休闲旅游的甜头，新后屠
桥村将目光放得更长远，科学布局全
村产业结构，促进三产融合，以此推
动乡村振兴的步子走得更稳更扎实。

“我们挖掘老底子酿酒等传统美食制
作工艺，并引进设备提升油菜籽榨油
技术；同时引进专业旅游公司，整合
全村资源，策划推出油菜花节、农事
体验等文体活动，还依托后屠桥革命
烈士陵园这一市、区两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德育基地，推出红色之旅休
闲 游 。” 罗 国 云 表 示 ， 留 住 美 丽 乡
愁，不仅使乡村成为村民安居乐业的
美好家园，也成为吸引城市居民的后
花园，更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美丽风
景线。

海曙新后屠桥村：

形神兼备
“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掘金”
乡村旅游

戚幼囡正在查看花卉长势戚幼囡正在查看花卉长势。。（（支倩君支倩君 厉晓杭厉晓杭 摄摄））

基层新群体

作为一种将绘画、表演、视频、音乐等元素糅合在一起的艺术
形式，沙画带给人们很多新鲜感和吸引力。

但现在网络平台上的沙画，大多以明星、情爱等为题材。在蒋
凯华看来，这些沙画充斥着太多以吸引流量为目的的商业味，长此
以往会沦为快餐文化。一旦人们视觉疲劳，丧失了当初的新鲜感，
沙画这个行业就会陷入困境。

记者很赞同采访中蒋凯华的一句话：“沙画作品必须要有平民视
角，题材接地气，富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少些商品、多些作品，
内容接地气的同时不断创新突破，沙画会焕发出更蓬勃的生命力。

国内著名沙画大师高赞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音乐唱歌几千
年来都有，未来也不会消亡。而沙画可以和音乐一样，一直往下
走。”希望这种艺术形式越走越好！ （沈孙晖）

蒋凯华正在创作沙画蒋凯华正在创作沙画。。（（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蒋凯华现场创作的少女沙画蒋凯华现场创作的少女沙画。。

新后屠桥村荷塘新后屠桥村荷塘。。（（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