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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一列搭载36柜工业用
盐的班列，从宜春市樟树站出发前往
福建福州港，货物随后将搭乘班轮运
往辽宁营口港。这是全国铁路首列

“一单制”班列，标志着全国铁路多式
联运“一单制”功能正式上线。

铁路多式联运“一单制”运输服

务通过整合铁路、水路等多种运输方
式，实现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
箱到底、一次结算”的全程管控服务，
减少了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
换装次数和等待时间，提高了物流效
率。以江西樟树至辽宁营口为例，采
用“一单制”运输后，运输时间相比原

来缩短了5天，运费降低了10%。
同时，铁路部门通过研发海运

订舱系统和制定数据交换报文标
准，实现了铁路95306平台铁水联运
全程业务线上办理，客户可实时追
踪货物动态，透明度和可控性得到
增强。 （陈晖）

全国铁路首列“一单制”班列从樟树发出

掌间山河梦 非遗赤子心
——记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现代指掌画传承人肖洪波

夜幕降临，宜阳画院的露台上飘
起《茉莉花》的萨克斯旋律。肖洪波望
着明月山的方向，说起新作《长江新
卷》的构思：“从唐古拉到崇明岛，我要
用30年见证的变迁，画出母亲河的时
代脉搏。”月光洒在他布满老茧的掌纹
上，那些深浅不一的沟壑，恰似长江水
系图。

从萍乡少年到非遗掌门，肖洪

波用 40 年在指掌间书写着文化传
承的当代叙事。他的故事印证着：
真正的艺术传承，不仅是技法的延
续，更是将生命体验熔铸为时代印
记。当千年前的指画传统与当代创
新在此相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艺
术家用毕生心血绘就的文化长卷正
在徐徐展开。

（朱振雄 万炳全 文/图）

E 时代长卷：指掌春秋谱新章

1973年冬，萍乡三田管理处道士贯
的肖家老宅里，一声婴啼声划破寒夜。
这个诞生在书画世家的男孩或许不会想
到，40年后的自己会成为现代指掌画传
承人。

肖氏家族的艺术血脉早在民国时
期便已流淌。肖洪波的叔父肖增烈作
为现代指掌画开宗立派者，其《万里长
江图》曾震动欧洲艺坛。少年肖洪波的
书画启蒙，就在叔父堆满卡纸与瓷板的
画室展开。

“那时觉得叔父的手像魔术师，蘸点
墨就能变出山河。”肖洪波回忆道。15
岁考入萍乡体校后，肖洪波每天雷打不

动穿过 3 条街巷到画室学艺，素描本上
密密麻麻的速写，记录着少年对艺术的
痴迷。

真正让肖洪波领悟艺术真谛的，
是 1990 年那场惊心动魄的长江溯源
之旅。刚满 17 岁的他陪同叔父踏上
创作《万里长江图》的征程。在海拔
6621 米 格 拉 丹 东 雪 山 缺 氧 环 境 下 ，
叔父仍坚持采风的身影，在少年心中
烙下“艺术即生命”的印记。沿江而下
的 3 个月，他们观察不同流域的岩石
肌理、水势变化，这种“师法自然”的
创作理念，成为肖洪波艺术道路的北
斗星。

A 血脉传承：三田巷里墨香浓

2018年秋，九三学社宜春书画院揭
牌仪式上，肖洪波接过韩启德院士亲题
的匾额时，掌心微微发烫。这个由旧厂
房改造的艺术空间，承载着他更宏大的
文化抱负：要让指掌画从非遗名录走向
大众生活。

他首创的“非遗+”模式令人耳目
一新：与景德镇陶瓷大学共建的昱曰

升

美术馆，让指掌画与高温颜色釉碰撞
出《青花指韵》系列；定期举办的公益
拍卖会，既为贫困儿童筹集善款，又让
艺术走进寻常百姓家；每年组织的“画

家驻留计划”，吸引全国 200 多位艺术
家来明月山创作，形成独特的艺术生
态圈。

最富创意的当属身体绘画工作坊。
在这里，游客可以赤脚蘸墨，在十米长卷
上集体创作。“我们要打破‘非遗=博物
馆’的刻板印象。”肖洪波边说边示范。
只见他忽而腾挪似武，忽而运掌如舞，将
八极拳的刚猛与萨克斯的韵律注入创
作。这种跨界融合的教学法，让指掌画
在短视频平台收获百万点击，90后学员
占比超过四成。

C 文化摆渡：非遗孤舟济沧海

2001年初的东莞街头，一家陶瓷厂
里机器轰鸣。谁也想不到，这个每天与
泥坯打交道的年轻厂长，深夜会在工作
室用指尖与卡纸对话。彼时的肖洪波正
经历着艺术生命的“二次发育”：他创新
性地将陶瓷釉色技法融入指掌画，独创
出“拓印皴法”，在传统水墨韵味中增添
金属质感。

这个突破源于 2003 年的景德镇之
行。当指尖触碰到温润的瓷泥时，肖洪
波突然顿悟：“为何不能把瓷画的语言
转化到卡纸上？”此后三年，他反复实
验，终于找到白卡纸物理处理的最佳配
方——通过特殊涂层处理，使纸张既能

承载水墨氤氲，又可展现指掌肌理的层
次感。这种“中西合璧”的创新，让他的

《赣江春晓》在 2006 年全国美展中斩获
金奖，评委会惊叹其“以掌为斧劈出千
里江山”。

2015年落户宜春后，明月山的云涛
雾海成为肖洪波新的灵感源泉。为捕
捉“ 云 瀑 ”的 动 态 ，他 发 明“ 飞 掌
法”——饱蘸淡墨的掌心凌空掠过纸
面，利用气流带动墨色自然晕染。这
种介于控制和偶然之间的技法，使《云
中草原》系列作品既有中国画的空灵，
又具油画的肌理质感，被收藏家誉为

“流动的山水史诗”。

B 破壁求新：卡纸革命绘云章
熟悉肖洪波的人常说，他有“三

头六臂”：清晨是龙泉山上吹萨克斯
的竹林隐士，上午是画院授课的非遗
导师，下午变身为陶瓷美术馆的文化
商人。这种多重身份的切换，在他身
上却呈现出奇妙的统一。

“习武练就的臂力，让我能连续作
画6个小时；音乐培养的节奏感，使画
面产生韵律美。”在画院顶层的私人
博物馆里，肖洪波向我们展示他的

“艺术武器库”：定制卡纸按照吸墨性
分12个等级，矿物颜料研磨细度精确

到微米级，甚至连工作服袖口的裁剪
都经过特别设计——只为在运掌时减
少阻力。

这种极致追求也体现在企业管
理中。他主导研发的“数字指掌画教
学系统”，通过运动传感器捕捉创作
轨迹，已获得三项国家专利。最令人
动容的，是他坚持 20 年的“艺术扶
贫”。在湘赣边界的山区小学，他手
把手教留守儿童用手指作画。“孩子
们的掌纹印在纸上，就是最生动的乡
土记忆。”肖洪波道。

D 三重奏鸣：武者雄风乐者魂

在宜春明月山麓，有这样一
位艺术家。他以指为笔、以掌为
墨，于方寸之间勾勒出波澜壮阔
的天地。他以精湛的画艺、深厚
的艺术修养以及独特的人格魅
力，成为中国指掌画的代表性人
物之一。他便是江西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现代指掌
画传承人，著名指掌画家，身兼
中国民协中国手指书画专委会
副秘书长、九三学社宜春书画院
院长、江西九三学社书画院常务
副院长、江西昱曰

升陶瓷美术馆馆
长肖洪波。其独特的艺术人生，
恰似一部用指尖书写的传奇，展
现其非凡的人生轨迹和卓越出
众的艺术才华。

在宜春中心城区鼓楼路步
行街，有一家经营了近30年的老
饭店，该店老板用十年如一日的
善举为这座小城注入绵绵暖意。

“如果您在生活中没有收
入、遇到困难，您可以来小店点
份单人套餐，吃完后可直接离
开。”店面玻璃上贴着的褪色告
示内容朴实却令无数路人眼眶
发热

近日，记者来到这家饭店。
正值午饭时间，餐馆里坐满了用
餐的客人，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
香气。

店主黄平冰告诉记者：“年
轻时，我也曾为一顿饭发过愁，
我知道那种滋味。”

如今，她将小店化作避风
港，一碗热腾腾的辣椒炒肉、一
碟清爽凉菜、温润的银耳汤和管
饱的米饭组成了一份饱含尊重
的“爱心套餐”。

“一份饭菜值不了多少钱，
但也许能帮到真正需要帮助的
人。”黄平冰朴实的话语中透露
着真诚。为了保证食材新鲜，

“爱心套餐”都是现点现做，若
有 忌 口 ，后 厨 可 随 时 调 整 菜
品。她深知，一份饭菜不仅要
让人吃饱更要吃好，这是让困
难群众体面受助。

她的善举不仅感动了受助
者也感染了店里的员工。该饭
店郑店长告诉记者：“老板经常
告诉我们，对待每一位客人都要
像对待家人一样，特别是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爱心套餐”不仅
充盈了受助者的胃，更温暖了他
们的心。

然而这家饭店的善举远不
止于此。记者了解到，每年盛夏
酷暑时节，该饭店还会在店外设
立“爱心冰箱”，为交警、环卫工
人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清凉
解暑的饮品和水果。

一份简单的饭菜、一瓶清凉
的饮品，或许微不足道，却能成
为他人困境中的一束光。这家
饭店的存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
美味的饭菜，更为社会传递了正
能量，让温暖成为宜春永不褪色
的城市名片。 （记者 周莹）

免费爱心餐
一送就送了10年

“是因为派出所民警的耐心
帮助和不辞辛苦，我的户口问题
才得以顺利解决。”来自新疆乌
鲁木齐市的龚先生拉着民警的
手连连感谢。3月20日，他跨越
3600公里的路途，亲手向宜丰县
公安局澄塘派出所送上感谢信。

时间拨回 2024 年 12 月，新
疆乌鲁木齐市的龚先生向澄塘
派出所打来一通求助电话。

原来，龚先生拥有两个身
份。出生时被送养的经历导致
龚先生出现了双重户口问题，多
出一个身份就像加了一层枷锁，
给龚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
诸多不便。

“我咨询了当地部门，注销
新疆的户口，我的身份证、学位
证等其他证件都要受到影响。”
龚先生在电话中道出了自己的
苦恼。

因此，注销从未使用过的宜
丰户籍成了唯一的选择。龚先
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远在数
千公里之外的澄塘派出所求助。

说来也巧，棘手的问题偏偏
碰到了一个“新手”。澄塘派出
所户籍民警罗玲玲刚上岗就接
到一个“大工程”。

在接到求助后，罗玲玲虚心
求教，主动向上级部门沟通注销
所需流程、佐证材料，梳理出问
题脉络。

“当事人出生地在贵州，后
迁至宜丰，由于送养时较小，当
事人也不清楚具体情况，这给我
们调查增加了困难。”罗玲玲讲
述道。

历史久远轨迹复杂。面对
这样的复杂情况，罗玲玲拨通了
龚先生的电话，沮丧地告诉他这
件事要处理起来有点“头大”。

然而这通电话，却燃起了龚

先生的信心。
“我没想到只是打了一通电

话，素未谋面的民警就为我的事
这么操心。”龚先生说道。这件
事虽然难办但是龚先生却看到
民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随后，龚先生正式向澄塘派
出所提交了办理户口注销的委
托书。于是，派出所调集警力开
展龚先生的户口调查，在查阅大
量原始资料、走访相关人员后，
一步步理清了龚先生“两个身
份”背后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龚先生出生
在贵州，由于历史原因加上早年
间通信、交通不便，养父母和亲
生父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
为其进行了户口申报。后亲生
父母于20世纪90年代由贵州迁
至宜丰定居，养父母在龚先生上
学工作期间，将户口迁至新疆。
之后，龚先生常常能接到一个来
自江西的座机电话。“你的原始
档案找到了”“需要身份证、户口
本原件复印件”“无犯罪证明要
提交”……

一次次相隔数千里的电话
沟通，一个个解开办理流程的症
结，慢慢的，户口注销工作渐渐
有了眉目。

“我都不记得调查报告被打
下来多少次，但还是继续查资
料，提供佐证，再提交上去。”罗
玲玲笑着说。

经过 3 个多月的不懈努力，
在反复填写修改调查报告、提交
相关材料和证明后，龚先生“多
余身份”终于成功注销了，双重
户口问题得以解决。

山高路远，纸短情长。“脱
下”双重户口的龚先生在信中向
基层一线民警热心服务、为民办
事的敬业精神点赞。 （漆瑶）

跨越3600公里的感谢信

在铜鼓县温泉镇石桥村，49岁的卢为美用20
余年的时光，书写了平凡而又震撼人心的爱情篇
章。她的故事，是婚姻誓言最生动的注脚，是责
任与担当的深情演绎。

2004年8月7日，那个平常的清晨，阳光倾洒
在这个幸福的小家庭。丈夫李纪东如往常一样，
吃过早饭，温柔地逗弄了刚满1岁的儿子，与贤惠
的妻子卢为美道别后，骑着摩托车奔赴本县的工
地。他勤劳能干，卢为美贤惠孝顺，孩子聪明可
爱，一家人的生活满是温馨，令旁人羡慕不已。
然而，命运却在这一天陡然转折。工作时，李纪
东意外摔伤，经过全力抢救，虽保住了性命，却被
确诊为中枢神经损伤，从此瘫痪在床，生活的轨
迹彻底改变。

半年后，李纪东从医院回到家中。他虽能说
话，手也能微微动弹，但胸口以下毫无知觉。病

房里，消毒水味弥漫，李纪东眼神空洞而绝望，恐
惧与无助将他紧紧笼罩。卢为美守在床边，多日
的操劳让她双眼红肿，布满血丝。她颤抖着握住
丈夫冰凉且不再有力的手，声音带着哭腔，却无
比坚定：“老公，别怕，别灰心。以后我照顾你，一
日三餐、洗漱擦身，我都包了。儿子我也会好好
带大，教他做人。日子再难，咱们一起扛，家永远
都在。”这简单的话语，成为她此后 20 余年坚守
的承诺。

从那以后，排便、导尿、翻身、擦澡、按摩、揉
捏穴位、祛痰……成了卢为美的日常，20余年如
一日，从未间断。每天，她坚持给丈夫按摩，次数
从四五次增加到七八次，每次结束都累得直不起
腰，但她从未有过一丝抱怨。

为了帮丈夫恢复手部力量，卢为美跑遍了体
育用品店，精心挑选了拉力器和握力球。此后的

每个清晨，她都陪伴丈夫练习，手把手教学，耐心
纠正每一个动作，即便丈夫的手一次次滑落，她
也总是微笑着鼓励再来一次。寒来暑往，经过一
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丈夫终于能颤抖着抓住筷子
和调羹。那一刻，两人眼中闪烁着激动与喜悦的
泪花。

李纪东因下半身失去知觉无法自主排便，卢
为美在医生的指导下，刻苦学习护理技巧，精准
把握按摩手法、力度，开塞露的深浅和剂量。由
于插着导尿管，李纪东极易患上尿道感染、肺部
感染，每月都要打十几次消炎、抗病毒的药水。
起初，卢为美自己尝试在家扎针。面对这个技术
活，她不断摸索，从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最终
不但学会了扎针，还掌握了换导尿管的技能。在
她的悉心照料下，丈夫虽卧床多年，却很少生褥
疮，身体也逐渐好转，头部、颈部、胳膊、双手等部

位慢慢恢复了知觉。
为了排解丈夫卧床的无聊，卢为美给他买了

智能手机，让他能看新闻、刷短视频，与亲人保持
联系。还把自己的淘宝、支付宝账号交给丈夫，
方便他网购药物和生活用品。为了给丈夫增加
营养，她饲养了20多只鸡鸭，所有的鸡蛋、鸭蛋都
留给丈夫滋补身体。

20多年来，娘家和婆家的亲人给予了他们
一家巨大的支持，不仅在经济上援助，物资上帮
扶，更在精神上给予慰藉。村“两委”也十分关
照，一家三口都享受了 A 级农村低保，每月有
2000 多元的补贴，让这个艰难的家庭感受到了
温暖与关怀。

然而，命运似乎还未停止考验。20多年的辛
苦操劳让卢为美积劳成疾。2024年初，她发现自
己乳房异常，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乳腺癌。

娘家人迅速出钱出力，将她送往省二附院，正在
上大学的儿子也赶来陪护。幸运的是，手术很成
功。婆家将卢为美和李纪东接到小姑子李纪莲
家中，一家人齐心协力照顾着两个病号。

“这些年虽历经不幸，但也收获了许多温
暖。亲人的关心帮助，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卢
为美感慨地说。如今，儿子正在实习，下半年即
将参加工作。看着儿子健康成长，她满心欣慰。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能早日康复，重新独立
照顾丈夫，减轻亲人们的负担。

卢为美这20余年来，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没有海誓山盟的豪言，只有日复一日的悉心照
料，年复一年的默默坚守。她用爱与责任，诠释
了婚姻的真谛，描绘出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成为
人们心中平凡而伟大的爱情典范。

（邱桀 王枫萍）

生活给她苦痛折磨，她依然创造幸福更多

肖洪波创作的指掌画。

肖洪波以指为笔、以掌为墨，潜心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