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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待遇：
底 薪 3000， 月 薪

5000+，有年终奖 ，提供
住宿、工装、培训等福利。

签订 1年期劳务合

同，缴纳商业保险。
招聘条件：
55岁以下 ， 初中以

上文化程度，男女不限。
在市城区医院、养老

护理院、居家护理工作团
队服务，统一调度，白天、
夜间倒班作息。

联系方式：
电话：13033995080

(微信同号)

公司地址:
华龙区南海路中央

城三楼 (隆祥超市西侧，
游泳馆入口)。

本报讯 （记者 杜庆荣

通讯员 韩利阳） 近日， 范县
顾城社区、 汉兴社区乐声阵
阵、 好不热闹，“和美范县 最
美非遗” 进社区活动正在开
展。

活动现场，四平调、河南

坠子等经典剧目轮番唱响 。
演员个个神采奕奕， 精神百
倍，唱腔铿锵有力，精彩的唱
段，让居民听得如痴如醉。 活
动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推动该县非遗传
承保护工作更好发展。

本报讯 2月 14日，濮阳
县城关镇召开二级干部会

议，表彰 2022年度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 信原物业濮阳
县项目获多项殊荣。 其中，濮
阳县格瑞斯小镇服务中心荣

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单位， 御井片区服务中心
荣获“三零”创建工作先进单
位， 格瑞斯新城服务中心赵
刚强荣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先进个人。
疫情防控期间， 格瑞斯

小镇服务中心圆满完成党和

政府交办的疫情防控工作任

务，把红色物业敢于担当、为

民服务的社会职责与使命发

挥得淋漓尽致， 确保了小区
零感染、零病例。

御井片区服务中心在人

员少、业主多的情况下，做到
无上访闹事人员、 无突发紧
急事故、无违法乱纪案件。

格瑞斯新城服务中心的

赵刚强作为一名资深老党

员， 在疫情防控期间不怕风
险，不怕感染，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消杀他先上，生活物资
他去扛， 隔离户的垃圾他来
掂， 始终坚持奋斗在疫情防
控一线。

（蒋月 王路路）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韩丽阳 ） 近日 ， 乐
游上海公布由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服务司指导、 上海市文
化和旅游局主办的长三角及

全国部分城市最美公共文化

空间大赛获奖名单， 市图书
馆新馆以 “美” “好” “新”
（外在形式美、 功能服务好、
理念模式新） 脱颖而出， 获
评 “优秀公共文化空间案例：
公共阅读空间”。

为鼓励读者发现图书馆

中的点滴故事， 用细腻的镜
头、 独特的视角， 捕捉图书
馆中的美好瞬间， 记录与图

书馆有关的人、 事、 物， 发
现 “美”、 传递 “好”、 弘扬
“新”， 让广大读者更加了解
图书馆、 热爱图书馆， 市图
书馆特开展 “书香龙都 喜阅

生活” 打卡最美阅读空间主
题摄影大赛， 感兴趣者可积
极参加。

参赛照片要求为原创作

品， 单张或组照均可， 组照
2至 10张照片为一组， 无数
量限制， 彩色或黑白照片均
可 。 请将作品发送至邮箱 ：
tsghdb001@163.com， 要求标
注作品名称、作者姓名、联系
方式等。

中共信原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协办

最美阅读空间
主题摄影大赛开启

信原物业濮阳县项目
获多项荣誉

范县：非遗文化进社区

河南元年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祖籍清丰县的王华平，出生于陕西省延
安市甘泉县。王华平祖祖辈辈都是麦秆画艺
人，家里至今仍收藏着一幅祖传的距今 600
多年的麦秆画作品。 受此影响，王华平七八
岁时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麦秆画制作 ，画
画、剪纸、绣花、做老虎鞋等，无所不通。

树高千尺不忘根。王华平 18岁时，父亲
给了他 500元钱，让他返回祖籍地———清丰

县马村乡前姚村。 回到老家后，清丰县一望
无际的麦田，让王华平感觉非常欣喜。 相比
于黄土高坡上细瘦的麦秆，平原的麦秆更加
粗壮。他坚定信心，一定要用这些麦秆，创作

出高质量的麦秆画作品。
在亲人的介绍下，王华平

到一家麦秆画手工艺术厂担任工

艺师。 他除了自己创作作品外， 还
带了 200多个徒弟 。 1991年 ， 这家艺
术厂倒闭后， 王华平迫于生计， 在一家广
告公司打工， 但他心心念念的， 依然是麦
秆画。 后来， 听说金华工艺制品厂招麦秆
画设计师， 王华平应聘去了该厂， 也就是
在这里， 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韩瑞平。 出
于对麦秆画的热爱， 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并成为一生的伴侣。

王华平

2 月 15 日上午， 位于市城区古城路的王华平韩瑞平麦秆画艺术珍品馆内，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王华平正在
绘制龙图像。 “今年 8 月，濮阳将迎来建市 40 周年，我想创作两幅巨龙麦
秆画作品，为龙都 40 岁生日献礼。 ”王华平说。

多年来，在国内有着较高知名度的麦秆画名家王华平，一直在麦
秆画领域辛勤耕耘，创作出诸多颇有影响力的作品，通过麦秆画
宣传了濮阳、推介了濮阳。

招 聘

招聘医疗护理员养老护理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世而作。 王
华平深知，艺术作品要有生命力，必须紧跟
时代、为时代讴歌。 因此，他创作了很多富
有时代感的作品。

2009年，新中国成立 60周年。 为给祖
国庆生， 王华平特意创作了两幅中国红陶
瓷麦秆画艺术品作品———《福寿长春》《锦
绣中华》，寓意中华民族的博大、盛世。 北京
奥运会申报成功时，王华平灵感突来，创作
了《九龙腾飞迎奥运》作品。 奥运会开幕前，
他又创作了《五福游龙图》。2021年，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周年之际， 王华平先后创作
了《山河锦绣》《红船》《风华正茂》等作品。
其中，《风华正茂》作品中，王华平制作的 14
朵牡丹花寓意着 14亿人民幸福安康。

王华平还创作了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

作品。 濮阳首届龙文化节时，他创作了麦秆
画作品《中华第一龙》，作为礼物送给经济
学家龙永图。 此外，他创作的多幅作品，被
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

等收藏。
更值得称道的是， 王华平的多幅作品

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
因为在麦秆画艺术上的突出成就 ，王

华平先后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 全国工艺美术行业
常务理事、河南省高级工艺师、国家一级美
术师、 中国手工艺大师等。 他还先后获评
“濮阳市先进青年”“优秀青年”“2014—2015
濮阳双年经济功勋人物 ”“濮阳市金牌技
师”“濮阳市财贸工匠”“改革开放 40周年
濮阳经济杰出人物” 等称号。 王华平的作
品， 先后获得全国民间工艺美术书法大展
一等奖、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山花奖”、河
南省民间文艺最高奖“金鼎奖”等。

“位卑未敢忘报国，作为一名民间文艺
工作者，我愿意继续努力，为时代讴歌、为
祖国讴歌，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感的作品，
用麦秆画宣传濮阳、推介中国。 ”谈及未来，
王华平信心非常坚定。

因为热爱，所以用心。 多年来，王华平
在麦秆画技术方面，一直精益求精，矢志创
新，是名副其实的“大工匠”。

王华平在继承先辈麦秆画传统排丝式、
切刻镂空式、切贴镶嵌、绸缎纹彩切贴、彩绘
镶嵌综合等技艺的基础上，致力于浮雕式立
体造型麦秆画、瓜子壳与麦秆综合画、陶瓷
麦秆画、瓷盘麦秆画等数十种新技法，创作
的作品构图新颖、美观大方，极大地提高了
麦秆画的艺术渲染力。 他将自秦汉以来的
麦秆画工艺进行了改良和创新，充分挖掘象
征祥瑞、祝福寓意及具有文化内涵的图案，

结合现代审美情趣，创作出了一系列高水平
的麦秆画作品。

如今， 王氏麦秆艺术作品有 1000多个
品种，16大系列，主题包括人物、动物、天地
风雨、花鸟虫鱼、亭台楼阁等 ，可谓丰富多
彩、五彩缤纷，为这项传统民间艺术增添了
新的生命力。
2001年，中国国际民间工艺博览会上，

王华平凭借作品《九龙壁》征服众多评委，获
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他还在清
丰县老家建立了麦秆画创作基地， 带动 50
多名剩余劳力就业。

为时代讴歌的工艺美术大师

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大工匠”

本报记者 袁冰洁 杜庆荣 特约摄影师 高辉 文/图

为麦秆画而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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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作品《富贵吉祥》。
图②：作品《和美如意》。
图③：作品《五福游龙图》。
图④：作品《盛世太平》。
图⑤：王华在平专心制作麦秆画。
图⑥：王华平在麦田里查看麦秆的质量。
图⑦：王华平展示祖上留下的麦秆画艺术品。
图⑧：作品《寒雀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执秆为画铸匠心 传承非遗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