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2 日晚，雅·韵———赵洋洋访学汇报独唱音乐会在信阳师范学院艺术楼音乐厅举

行。 音乐会上，古诗词歌曲、歌剧音乐剧、民歌演唱等多种形式的表演给前去参加音乐会的
观众奉上了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现场精彩纷呈、掌声不断，不少观众纷纷表示这样的音
乐会给人在视觉和听觉上都是一种极好的享受。 本报记者 韩 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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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 李亚云）近日，
在我市第九中学会议室， 七年级
的少先队员们上了一堂特殊的队

课。 讲台上，八旬老党员曹书和带
领少先队员们唱红歌， 给大家讲
英雄故事。 这节以 “传承红色基
因”为主题的队课，让在场的同学

们获益良多。
在此次队课上， 曹老首先为

在场同学演唱了歌曲 《社会主义
好》，满头白发的老人用中气十足
的嗓音引来现场阵阵掌声。 随后，
曹老为同学们讲述了黄继光等战

斗英雄的故事， 并带领孩子们一

起回忆了自己军旅生涯中的艰苦

岁月，告诫孩子们要勤奋学习，当
好社会主义接班人。 此次队课，在
大合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圆满
结束。

今年 86 岁的曹书和老人是
一名有着 68 年党龄的老党员 。
1949 年入伍的他曾参加过抗美援
朝战争。 转业后，他到地方医院主
攻中医内科医疗学。 离休后，曹老
依然 “闲不住 ”：为社区义务打扫
卫生二十余载；帮扶社区贫困户；
缴纳特殊党费献爱心…… “一把
年纪了，好在身体还行，就是想做
点有用的事， 不愧对共产党员的
身份。 ”曹书和老人对记者说。

队课结束后，不少同学表示获
益良多。 参与此次队课的九中校团
委副书记桂娟说：“孩子们收获的
不仅仅是课堂上的这些内容，更让
大家感动的是曹老的这种乐于奉

献、积极阳光的心态和精神。 在场
的同学和老师都从这节特殊的队

课中有所获得和体悟！ ”

险!� 五星街地下燃气管道被钻破
燃气公司紧急抢修中；该区域燃气已停供，预计今日通气

信阳消息(记者 张方志)昨日
下午 , 五星街道报晓新村门前一
处施工区域发生燃气泄漏事故 。
当时 ，一台正在路边施工的钻孔
机不慎将埋藏在地下的燃气管

道钻破 ，燃气冲出管道 ，弥漫了
半条街。

据了解 ，燃气泄漏事故大约
发生在当天 14 时 30 分。 记者于
15 时 30 分赶到现场时， 得知燃
气公司早已将这一区域的燃气

管道阀门关闭 ，但现场仍然可闻
到刺鼻的燃气味道 。 “燃气泄漏
后 ， 半条街都是浓烈的燃气味
儿 ，我们都吓坏了 。 为了安全起
见，交警部门还封了路。 ”附近的
市民告诉记者 。 记者在现场看
到 ，燃气泄露点还停着那台 “肇
事 ”的钻孔机 ，但操纵机器的工
人已经离开 ，现场被燃气公司拉
起了警戒线。

15 时 40 分许，燃气公司的专

业维修人员抵达现场， 开始研究
抢修方案。 据维修人员介绍，由于
管道埋在地下， 抢修需要挖开地
面，寻找泄露点。 另外，由于燃气
管道的焊接需要很高的技术要

求，维修进度估计会稍慢。
“目前，五星街附近区域的燃

气已经停供， 初步预计到 5 日上
午才能接通， 我们会连夜进行抢
修。 ”燃气公司的专业维修人员对
记者说。

信阳 80后制陶人陈亮

自建柴烧窑做“匠人”

“抟起皇天■土， 烧铸日月精华。 ”12 月 1
日，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乾窑”祭窑暨点火
仪式在平桥区王岗乡崔山村举行。

初冬时节， 位于王岗乡崔山村的古法柴烧
陶艺传习所内，嘉宾云集，气氛热烈。 当日上午
11 时 08 分，在众位嘉宾的见证下，传统制陶技
艺平桥区代表性传承人陈亮率众烧纸焚香，叩
首敬酒，礼拜祈福，后点燃乾窑之火，整个仪式
过程简洁而庄重。

出生于 1982 年的陈亮，是土生土长的平桥
人。 2002 年，自小热衷传统文化的他进入王岗
乡文化站，与“艺术”结缘，开始从事民间文化遗
产的搜集、整理工作。 2004 年，因爱好园艺，陈
亮前往杭州做起了园林景观养护工作， 并对以
古雅拙朴见长的苏派小品盆景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 培植、把玩之余，陈亮逐渐感受到购买盆景
盆器带来的经济压力， 从而萌发了自行烧制盆
器的想法。

王岗乡历史悠久 ，文化厚重 ，自秦时建义
阳乡以来，迄今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 其中，
制陶技艺已传承了 300 多年，这些历史积淀为
陈亮制陶提供了便利条件和现实基础 。 2013
年， 陈亮决定从繁华的都市返回家乡的小山
村，并购得一处院落，取名“乾窑”，开启了古法
制陶之旅。

从 2014 年开始，陈亮开始通过民间、网络
等渠道搜集制陶资料，到处走访传统制陶名师，
学习制陶技艺。通过自学拉坯、亲手筑窑、 反复
烧制试验，陈亮最终熟练掌握了各类参数，可独
立完成从泥料、 塑型到烧制成型的一整套制陶
程序。

“这次点火的 ‘乾窑 ’是我在前期反复试
验基础上 ，结合古窑和现代节能窑的特性改
良而成 ，更加节能 、环保 。”点火仪式后 ，陈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此次入窑的是他精心
配制的 300 多件绞胎工艺的茶具 、 盆器 ，经
过三天三夜不间断的柴烧 ，将在高温烤制下
形成温泽光润 、层次丰富的自然灰釉 ，最终
成品 。

当一坨坨生硬的泥土历经 20 多道程序，通
过自己的双手幻变成一个个美轮美奂的艺术

品， 对于陈亮来说， 这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荣
誉，更是一份社会责任、文化责任。“选择古法制
陶，既是自己从事‘非遗’工作的需要，也源自自
身对传统制陶艺术的热衷，对文化的一份执着、
一份痴迷。”陈亮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看着古法
的制陶技艺逐步失传，深感痛心，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制陶这门技艺，也让优秀
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作为一名文化产业的耕耘者，陈亮深知，属
于匠人的命运没有捷径， 只有时光的浸润和对
于技艺的研磨， 才使得未来熹微的光芒逐渐变
得明亮。

校校园园““歌歌””心心声声

本报记者 程 云

唱革命红歌 讲英雄故事

八旬老党员为“红领巾”上队课

曹书和老人给孩子们讲英雄故事 本报记者 李亚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