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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本次年画“醒春展”由
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学院发起，
展期一个月，共展出10位象山农民画
家的11幅作品。周万能《一池春水红
半岛》、王亚红《清明》、周嫣萍《春风
送来万山绿》《春山多姿》、陈秀梅《
蚕豆花开满园香》、彭月萍《春游》、花
丽丽《打春》、黄竹青《春潮》《乡村春
运会》、杨杏芬《民宿之春》、翁良升
《挖春笋—掏笋节》等画作，充分反映
了象山的民俗民风和新农村生活。

“象山农民画创作的题材越来越
多样了，除了传统的民俗、劳动主题，还
有民宿、乡村运动会、美丽乡村等时尚
主题也都融入了农民画，反映了乡村的
变化。”象山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县文
化馆农民画辅导老师周万能说。

象山是中国农民画发源地之一，
象山农民画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
该县女画家高妙兰是新中国第一代
农民画家，她的作品饱含着劳动人民
的情感，体现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审美

习惯。在高妙兰的带动下，象山农民
画汲取了传统民间剪纸、刺绣、图案
的艺术养分，构图饱满、色彩鲜艳、造
型夸张，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由创作，
这使农民画作品更具民间性和独创
性，由此也造就了象山农民画独树一
帜的艺术风格。

“我的画在北京展出了，实在是太
惊喜了，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的农民
画能让首都人民看到。”参展者中年龄
最大的农民画家黄竹青今年已79岁，
她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

象山县文化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的品牌形象，象
山农民画近年来多次参加全国农民画
展，受到众多业内人士的青睐，充分展
现了象山农民画的独特魅力，“接下
来，我县将把象山农民画打造成全国
品牌，开创农民画创作新天地，让农民
画融入生活、走进都市、走向海外，呈
现当代中国新‘三农’的良好形象。”
记者 朱立奇 通讯员 王吉 陈和李

谈起这本书的创作体会，袁晓
君告诉记者，大约是2018年底，她
接到浙江省作家协会的邀请函，邀
约她以儿童文学的体裁，创作反映

“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作品。此前，
袁晓君对大陈岛垦荒历史有所耳
闻，但没有仔细了解过。为了更好
地展开创作，她认真查阅资料。拂
去岁月的封尘，当大陈岛上的点点
滴滴在袁晓君脑海里汇聚后，她被
深深震撼了。

“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值得去
写。因为我们的少年儿童需要去
传承和发扬新时代的‘大陈岛垦荒
精神’。”袁晓君表示。为了更好地
了解大陈岛，她曾两次登岛，海岛
上壮阔的风景，让她印象深刻。

“电力风车伫立在岛上，海风
吹拂着岛和人。垦荒纪念碑、青少
年宫、甲午岩、思归亭，还有浪通
门，我都去参观过，拍了很多照片
回来做资料。除了登岛，我还采访
了当年的垦荒青年金可人老师。
从这位谦和朴素的长辈身上，我看
到了当年温台青年战天斗海的精
气神。他们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准备工
作充分，加上有了这些宝贵的资
料，我脑中的故事也逐渐成型。”

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60年，
人物涉及三个时代，袁晓君说这是
不小的挑战，“我创作的是半纪实
文学，但垦荒的历史背景，这些都
是写实的，有真实的史料作依据。”

提及如何将“大陈岛垦荒精
神”这个宏大的红色主题与儿童文
学实现完美对接时，袁晓君说：“红
色主题与儿童文学并不违和。相
反，如果处理巧妙，两者之间还会
产生美妙的化学反应。以儿童文
学特有的活泼灵动的方式去讲故

事，在潜移默化中能更好地使革命
文化和革命精神浸润童心。”

这部小说的故事，由老垦荒队
员、大陈岛建设者和从台湾“大陈
村”来寻根的第三代聚首在大陈岛
徐徐展开。其中的三个孩子展开
三条故事线，孩子们的情感真挚而
热烈。袁晓君坦言，这是因为她在
写作时常常代入孩子的情感世界
而激情高涨，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
家，她的内心有着孩子般天真的一
面。

“红色基因需要代代传承，这
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袁晓君
动情地说。

袁晓君是我市儿童文学作
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镇海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曾出版
《十五岁的星空》《陪你的时光》
《朱妞妞的春天》等多部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作品曾获冰心图书奖、
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等奖项。

记者 边城雨

曾经闻名全国 如今蓬勃发展

象山农民画亮相北京年画“醒春展”

从儿童视角讲述“大陈岛垦荒精神”

我市女作家袁晓君
出版小说《大陈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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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的海岛民宿、青山绿水间的乡村春运会、五彩斑斓的宁波春天……
近日，11幅象山农民画作品印刷展品亮相北京中国书店年画“醒春展”，这
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画作，吸引了众多北京市民前来欣赏。

农民画《民宿之春》作者：杨杏芬

为加深甬城居民对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对防范金融
消费风险的了解，招商银行宁波分行在

“3·15”期间全员行动，全渠道、全方位
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招商银行围绕防范电信诈骗、存
款保险、禁止倒卖银行卡等当前社会
热点问题，制作“以案说险”等宣传图
文和视频，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
识以古装情景剧的方式具象化，持续
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线上渠道
发布，向消费者生动地宣传了各类金
融安全知识，多维度提升客户金融安
全防范能力。

招商银行宁波分行以辖内 26 家
网点作为宣传阵地，开展“行长值大
堂”“红色金融史讲座”“金融知识进
社区”“金融知识进企业”“金融知识
进商圈”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线下
营造浓郁的活动宣传氛围。“3·15行
长值大堂”活动，分、支行行长亲临一
线，倾听客户心声，对群众关心的问
题逐一解决；在网点举办“红色金融
史”系列讲座，营造全民学习红色金
融史的良好氛围；“金融知识进社区”
活动，帮助广大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维
权意识，提升风险防范水平；“金融知
识进企业”活动中，银企联动引导企

业员工树立正确理性消费观和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金融知识进商圈”活
动中，招行在宁波市各大商圈设立消
保公益咨询摊位，向社会群众分发宣
传折页，宣传“3·15”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知识。

随着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传统
的金融服务正在向新型线上服务转化，

“可视柜台”“手机银行”“电子支付”等
智能模式对老弱病残等特殊金融消费
者群体的不便之处也日益凸显。为提
供更安心、更便捷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提升特殊群体的服务体验，招行在宁波
各网点设立“助特专岗”，从专岗接待、

便民服务、绿色通道服务等多个方面为
特殊群体提供全程无障碍的金融服务。

招商银行将继续履行社会责任，多
措并举不断优化客户服务，成为“有温
度、有担当”的银行。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俞偲偲

线上线下同助力 共享数字新金融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批批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青年，响应号召，
毅然来到大陈岛垦荒创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大陈岛垦荒精神”。

日前，宁波女作家袁晓君的小说《大陈岛的孩子》由浙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出版，作品采用半纪实手法，讲述了与大陈岛有深刻渊源的三个孩子
及其家人的故事，时间跨度60年，空间涉及椒江城区、大陈岛和宝岛台
湾。该书还入选了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