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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在民间
联办媒体:
江苏健康广播《美丽夕阳》节目
张家港交通广播《悦动港城》节目
卫视直通车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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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碗瓢勺，炉火熊熊，掌勺声、切菜
声、油炸声、声声入耳；红烧菜、焖炖菜、清
炒菜，菜菜入香；在上海中骏天悦项目工
地上，中建三局华东公司正在上演“厨王”
争霸赛。来自该公司所属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3家分公司的9名参赛选手，各
显身手，精心制作美味佳肴；浓浓菜香，吸
引着四方来宾。

据悉，为改善建筑工地上员工蹲地吃
饭、食堂环境差、菜品质量不高等现象，该
公司自2014年起对所有在建项目工地的
食堂进行了整治，配备了专业厨师，提升
工地食堂的环境和菜品的质量，确保员工
的身体健康，让员工吃得放心。同时为提
升工地厨师的技艺水品，该公司决定每年
举办一次厨艺大赛，今年是首届“金勺子”
大赛，参赛选手目标直指“金勺子”“厨王”
称号。

现场直击

比刀工，萝卜薄如蝉翼细如银丝
在刀工比赛区，选手们娴熟地一展

“手上功夫”。来自总承包公司江苏经理
部的参赛厨师靳孝国仅用两分钟的时间，
麻利地完成了刀工操作项目；观众还未反
应过来，靳孝国已将用白萝卜和胡萝卜切
成的美丽花样摆在盘中。哇，这些白萝卜
和胡萝卜在靳师傅的刀下瞬间变成了厚
薄均匀、整齐划一、薄如蝉翼、细如银丝的
菜肴，现场观众纷纷无不喝彩称道。在比
赛中，他用胡萝卜精心雕刻成飞燕状，虾

尾围成雏燕造型，中间则用鱼肉摆出秋菊
的形状，取名“飞燕戏菊”的菜肴，因摆盘
构思新颖，造型独特，引起了现场观众和
评委的关注。据靳孝国介绍，他那纯熟的
刀工技艺完全是自学成才，在做饭之余，
他常常喜欢顺手拿起手边的瓜果来雕花、
切丝，每次练习都有收获。比如在削萝卜
片的时候，要达到厚薄均匀，拿稳刀是关
键，只有反复练习，才能出神入化。通过
不断地琢磨，靳孝国刀工精准度和速度越
来越好，他希望在此次刀工竞赛中取得好
成绩。

比赛亮点

私房菜，各家火力全开“秀”翻全场
本次比赛的重头戏是私家菜式比拼，

选手们纷纷亮出看家本领。“四川泡椒
鱼”、“香蕉酿大虾”、“飞燕戏菊”、“牛魔王
勇闯火焰山”、“特色辣子鸡”等一道道私
家珍藏令现场观众和评委目不暇接、惊喜
不断。

来自上海分公司的唐红珍、杜修方以
红尖椒模拟牛魔王的角，摆出独有童趣，
形成色彩艳丽的“牛魔王勇闯火焰山”，当
这道菜名刚报出时，就吸引了观众和评委
的目光。据杜修方介绍，做这道菜时因项
目工地上湘赣川蜀地区员工较多，口味可
谓无辣不欢。为了满足项目员工的需要，
他单独研究出了口感偏辣的红烧牛肉，这
道菜很受员工的欢迎。

而江苏分公司的张昌民、曹为真则精

心准备了一道备受职工喜爱的家常“特色
辣子鸡”，喷香麻辣的辣子鸡还没出锅，就
有响起一片赞叹声，当“特色辣子鸡”摆在
品尝台上时，评委和观众手中筷子“频
频出动”，不一会儿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据张昌民介绍，他制作的家常“特色辣子
鸡”属于川菜风味，在油炸前进行了充分
腌制，并根据江苏区域饮食习惯稍作了调
整，在保留原有麻辣咸鲜醇香口感的同
时，入口之后还略带回甜之感，也因此得
到了员工的喜爱。

意外惊喜

规定菜，茄子“开会”不重样引称赞
按比赛规定，为公平起见，规定菜式

比拼的主食材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至最
后环节才予以公布。面对临时公布的比
赛主食材——茄子，选手们各显神通，沉
着应变，从容构思，精心挑选辅材及配料，

做出了“油焖茄子”、“凉拌茄子”、“剁椒茄
子”、“茄子夹饼”等10道形式迥异的茄子
大餐，引得观众和评委称赞。在10道茄
子菜中，尤以上海分公司刘宗毅的“剁椒
茄子”人气最旺，红绿泡椒和入口即化的
茄肉炒在一块，口感鲜香浓烈。据刘宗毅
介绍，“剁椒茄子”最容易下饭，因此在项
目工地上最受员工的欢迎。

经过刀工比试、私房菜式和规定菜式
烹饪三轮激烈角逐后，华东公司李功钢获
得首届“金勺子”“厨王”称号；江苏分公司
张昌民、曹为珍获得二等奖；上海分公司
刘宗毅、唐宏珍获得三等奖。江苏分公司
党委书记王文波告诉记者，本次大赛旨在
改善一线员工的生活质量，提升基层服务
质量，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员工真
切感受到企业和工会的关爱，以及员工对
企业的归属感，凝聚力量，助推企业发
展。 记者 邹凌 通讯员 赵洁 童画

“在大的文学领域范围内，我平时比较
关注经典作家、作品。”近日，著名作家苏童
在北京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如是说。在
论及创作问题时，他提到，自己不太适合网
络连载作品的写作方式，“我的作品都是

‘改’出来的，也不太关心时下的IP热，只
想安心写作”。

苏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第九届茅盾
文学奖得主，写有《黄雀记》、《园艺》、《妻妾
成群》等多部作品。其中，中篇小说《妻妾
成群》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并且
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获提名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近日，
他的中篇小说《灼热的天空》被收入《精典
名家小说文库》(第一辑)。

纵观苏童的作品，有不少是描写小人
物、小地方，对细节的刻画也是细致入微。
他表示，自己不太可能去尝试宏大题材的
写作，并解释道：“我从来不好‘大’，深入和
准确，是我以小说切入社会的追求。”

相对而言，苏童对近年来“崛起”的网
络文学关注不是太多。他说，一些年轻作
家会选择在网上连载作品，但自己不会，

“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同志只能在纸上‘混
混’，在网上写小说有更新的压力，得年轻
才行，我们没那个资格了”。

“一代代作家有自身习惯的写作方
式。”苏童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我的作品
都是‘改’出来的，每次写完一部书，都要反

复修改，回头看N遍、修改N遍。网络文学跟我是不同类
型的写作”。

但不可否认，在过去大约20年间，中国网络文学快速
发展，用户规模已超过3亿，日更新文字量多达1.5亿。在
此基础上，曾有人表示，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散文等“纯文
学”作品会受到巨大影响。

“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纯文学，都只是个说法，没必
要区分的那么清楚。”对此，苏童说，网上发表的作品同样
有轻松的、有严肃的，只是类型不同而已，“没必要给作品
贴上标签，‘网络文学’与纯文学没有对立”。

早些年，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为电影后获得了
巨大成功，但直到今天，他还是丝毫不关心作品影视化的
问题，“大家都在说的IP热，大概只是影视生产新的商业
模式，我只是个作家，IP再热跟我也没关系，我只想安心
写作”。

“手头正在写的是一部长篇小说，但不太顺利，到现
在只完成了一半，约有20万字。”苏童透露，自己写作没什
么规律可言，有时候一天能写五六个小时，有时候一天一
个字都不写，也不太爱写散文和随笔，“未来我的作品体
裁还是会集中在小说方面”。 上官云

近年来，国网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公司一直着力于探
索企业文化落地的新模式，搭建企业文化落地的新载
体，力求让企业文化真正深入员工的内心，促进员工在
工作和生活中不断改善行为模式，提升自我管理和协同
进步的能力，从而提升工作效益，增强团队凝聚力和个
人幸福感。

该公司借鉴和导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传播手
段，从员工的接受习惯和审美取向出发，创立“吴江电
声”品牌，搭建“吴江电声ON AIR”微信电台，以此作为
实现企业文化循环互动式传播的新型载体，衔接、融合

企业文化与员工日常工作生活的桥梁。
“吴江电声”奉行“心—声—行”的传播逻辑，以声音

传播为主导手段，以图文内容延伸解读为辅助手段，让
企业文化建设的各项活动与成果在这里记录、展示、传
播，让每一位员工参与听声、发声、扬声，表达对企业文
化的理解，对工作、生活的热爱与感悟。

“吴江电声ON AIR”专门开辟录音工作室，建立
轮值主播制，悉心运营，有针对性地设置了“我们”、“动
态”、“悦读”、“养心”四大版块，涵盖公司中心工作、重点
项目、思想学习、管理制度、员工工作与生活，以及励志
美文欣赏等。眼下的专题活动有“迎峰度夏模范先锋”、

“青春微党课”、“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匠心精神践行
苏州国际能源典范城市建设”等。同时打通原有的员工
读书会与微信电台的联系，将线下读书会的组织优势与
线上微信电台的传播优势结合起来，定期举办专题学习
活动与各类团队拓展活动，让员工们将活动中收获到的
思想感悟分享在新型传播载体上，实现及时有效的传播
渗透。截至目前，通过微信电台发出声音的员工已达
30余人，覆盖党员模范、青年骨干、基层农电员工等不
同人群。

在近一年的运行中，“吴江电声ON AIR”微信电台
受到员工的衷心欢迎，目前已拥有活跃用户约400人。
大家不但积极收听和阅读微信电台发布内容，也纷纷主
动发声，分享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朱敏

中华经典国学博大精深，从古到今，《弟子规》教育
人们孝敬父母、友爱待人；谨言慎行、信守承诺，对人们
的行为规范启迪很深。

最近，南京首家“《弟子规》书法展”在南京百年名校
考棚小学举办，在此次展览中，张海、言恭达、孙晓云等
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与师生作品同室展出，共展出师生创
作的作品320幅，其中全文书写《弟子规》的作品有20
余幅，最长的一幅全文《弟子规》书法作品长达32米，由
书香缘《弟子规》学堂一名7岁学生书写的。展览不仅
深受广大师生欢迎，而且吸引了裴国昌、王卫军等众多
艺术名家前往参观；策划此次书法展的竟是秦淮区弓箭
坊社区普通退休职工孙汉中。

今年63岁的孙汉中，是一位自学成才、自强不息的
文学迷与书法爱好者。他从家乡盐城来宁生活以来，不
仅以顽强的毅力战胜病魔，撰写出弘扬孝文化的《米箩
集》与《感恩录》等文学书籍；而且勤练书法，发挥书法专
长，在社区与学校传播国学经典。正因为孙汉中对书法
艺术执着追求并且不断取得创作成果，非常荣幸地成为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多年来，孙汉中以《弟子规》为题材创作书法，而且，
为让更多的学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从小受到中华传统
美德的熏陶，他还经常免费辅导学生练书法，指导学生
写好与领会《弟子规》等国学经典。为让国学经典得到
广泛传播，2012年5月份，他在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
弓箭坊社区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了南京首家书香缘《弟
子规》学堂。

该学堂每月上两到三堂课，来听课的学生大多是弓

箭坊社区居民的孩子和南京周边慕名而来的未成年人，
授课老师由孙汉中和他邀请的国学老师担任，讲课内容
全部是中国传统国学文化。学堂开办5年来，已有众多
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参加学习，取得了良好效果，培育出
了许多优秀学员，其中有12名学生被评为“南京美德少
年”。

由于孙汉中执着传播《弟子规》等国学经典的事迹感
动了众人，2014年6月，他被评为“江苏省优秀文化志愿
者”；2015年5月，他获得“南京好市民”荣誉称号；2016
年12月，他被评为“2016感动秦淮十大人物”之一。

孙汉中表示，他将以往取得的多项荣誉作为前行的
动力，在传承与弘扬中华国学经典方面不断巧做大文
章。最近，由他精心策划的“《弟子规》书法展”就是其中
一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楹联专家裴国昌高度赞
扬道：“《弟子规》是孝心善行的种子，是定力智慧的种
子，是德行教育的种子，少年儿童们从小就在心田中种
下如此美好的种子，长大后定将成为建设祖国的优秀人
才。因此，孙汉中将《弟子规》以多种形式进社区、进校
园，意义非凡！”孙汉中说：“我创办书香缘《弟子规》学
堂与策划‘《弟子规》书
法展’的心愿，就是为了
大力弘扬中华国学文
化，展现中华‘孝、悌、
谨、信、爱众、亲仁、学
文’的传统美德和处世
之道，广泛播撒最美的
种子。” 江鸿

日前，由中铁大桥局二公司承办的“8·29《测绘法》
宣传日”大型活动在南京市玄武湖莲花广场举行。这
是自2004年以来的第14个《测绘法》宣传日，来自全
省的14家甲级测绘资质单位及市民参加了活动。

据悉，中铁大桥局二公司是甲级测绘资质单位，
64年来该公司测绘事业一直伴随着桥梁建设共同
成长和进步，从60年代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时，使用
的T2型经纬仪、铟钢线尺进行测量，到现在的南通

沪通长江大桥的全站仪、GPS定位系统、测量
机器人进行测量，中铁大桥局二公司始终在工
程测绘的前沿探索和实践。先后获得了江苏
省优秀测绘工程2等奖1项、3等奖1项、《沪通

长江大桥项目远岸超高塔测量技术研究》已经申请
南京市科研立项；高级测量技师秦环兵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本次《测绘法》宣传日活动中，该公司还特地编
排了具有江南特色的舞蹈《世纪春雨》等文艺节目，并
印制了有关《测绘法》宣传资料。精彩文艺演出和相
关知识的竞答，吸引了广大市民参加。 徐勇 付国成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文联和宿迁市人民政府主
办，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和宿迁市文联承办的“书法美术
宿迁现象”研讨会暨书法美术作品展览，在江苏省现代
美术馆举行。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省文
联主席、党组书记章剑华，宿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
正兰共同为“书法美术宿迁现象作品展”揭幕。

据悉，宿迁现已拥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53人，江
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331人；拥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9人，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80人。特别是书法和美术
作品，每年都有新人新作获得国家级、省级各种奖项，令
人瞩目。

在“书法美术宿迁现象”研讨会上，王建、李啸、王卫
军、尹石、佘玉奇、高建胜、包信源、潘永斯等专家学者对

“书法美术宿迁现象”进行研讨，对宿迁书法美术事业发
展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希望宿迁今后进一步增强书法
美术普及力度，形成更加浓厚的社会氛围，为“书法美术
宿迁现象”谱写新的更加精彩的篇章。 （丁彬彬）

虽说“纸寿千年，绢保八百”，但书画藏品如果保存不善，只怕数
十年的风霜都难以经受。以下是书画藏品保存方面常有的困惑。

一问：裱还是不裱
答：书画收藏的目的之一便是欣赏，而书画裱后才有更好

的欣赏效果。但如果收藏者所存书画的量很大，一一装裱便不
切实际了，只能选择部分先进行装裱。但不裱只是暂时的，从
长久传世的角度出发，书画裱件更耐损，而未裱的书画即使存
放得当，也不宜超过50年。

二问：哪些书画作品需及时装裱
答：有些书画作品用的是脆弱的竹料纸，或极薄的棉连纸，或胶

矾过大的熟纸、熟绢及其他笺纸类，这些纸张不可久存，应及早装裱。
三问：书画托芯存放好不好
答：不宜。因书画一经托芯，便增加了厚度和硬度，如果时

常舒展欣赏，易使幅面粗糙或出现折痕，且不利日后的装裱，有
时会需要揭裱后再重裱。

四问：裱好后该如何存放
答：书画裱件必须包装后存放。可配以木盒、锦盒盛放，也

可用布袋或塑料袋存放，且装袋后要封住袋口。至少也要用报
纸包裹，然后存于多格书画橱或书画架内。

存放宜平摆，不宜竖置，更不可捆放或堆放。如受条件所
限而不得不捆放时，每轴要多裹两张报纸。无论何种方式存
放，都应注意防潮、防热、防风、防污、防压力、防虫蛀、防鼠害。

五问：未裱的书画如何存放
答：有两种方法。一为卷存，即在书画的下面衬一层幅面

比书画幅面稍大的宣纸，以报纸卷为轴，将书画卷成卷，要卷得
熨帖，防止出现褶皱、打叠或边际不齐，再以报纸包裹，置于画
盒内。二为展存，即先将每幅书画芯下面各衬一层宣纸，一一
相摞平铺于案板上，大幅面在下，小幅面在上，再在上面覆盖几
层报纸，并加盖塑料膜，不宜压以重物。此法对书画最为有益，
但较占地方。书画切忌折叠存放，因折叠存放，不经数年便会
在折处出现断裂或留下黑色折痕，装裱时很难去除。 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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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化
视
野

苏
童
：
我
的
作
品
是
﹃
改
﹄
出
来
的

■在线沙龙

“吴江电声ON AIR”让员工悦耳润心

青瓷遗韵（木版水印） 濮存周

图为吴江电声志愿者轮值主播在录制现场

■基层文体

“书法美术宿迁现象”
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收藏世界

保存书画 裱还是不裱

孙汉中：情系《弟子规》巧做大文章

图为孙汉中介绍他创办的书香缘《弟子规》学堂。

■图片聚焦

载歌载舞宣传《测绘法》

图为舞蹈《世纪春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