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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县竹林关镇南丈沟村是一片
红色的土地。这里青山环绕，绿树成
荫，溪水潺潺，在村东南 6 公里处，坐落
着 一 座 烈 士 陵 园 ，占 地 面 积 228 平 方
米，有 8 位无名烈士长眠于此。在他们
身后的大山深处，还埋葬有百余名革命
烈士的骸骨，赓续着无数革命先烈的红
色基因。

秋高气爽的时节，走在南丈沟的乡
间小路上，随处可见晒着暖阳的村民。
我走上前去，向他们了解关于南丈沟烈
士陵园的故事，一位大伯娓娓道来：“这
个烈士陵园是为了纪念在此牺牲的 8
名无名烈士而修建的。1946 年 7 月，李
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中原解放军北路突
围部队斩关夺隘，进入丹凤，北路之原
河南军区第七团第一、第二营和干部大
队千余人，奉命从峦庄到丹江以南向中
原突围部队靠拢，31 日进抵南丈沟、古
路河一线，被先期到达该地的国民党整
编第三师及保安团包围。我指战员被
困天花崖，面对十倍于己之敌，浴血奋
战，激战竟日，连指导员周子华等 100
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这场恶战，解放
军在遭到伏击处境危急、敌军装备精良
居高临下等不利情况下，不但突出重
围，还消灭敌人 300 多人，对主力部队
创建以丹凤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
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场红色战事，
我们南丈沟的每个人都永远记得。”听
完大伯的讲述，我陷入了沉思，脑海中
不断浮现出革命先烈为了今日的幸福
生活而英勇牺牲的场景。站在前人的

“功劳簿”上，我辈岂能不珍惜当下，奋
勇争先。

如果说绿水青山是大自然给南丈
沟村人民的馈赠，那么红色资源则是
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甘泉。南丈沟村党支部书记王竹社介绍，
为弘扬先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该村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不忘
初心，在薪火相传中夯实思想之魂。重温南丈沟红色战事，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学习先烈热爱祖国、不怕牺牲的品质，补足精神之

“钙”，涵养“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崇高理想信念。二是朝乾夕惕，在
开拓进取中完善基础之石。2011 年 8 月，当地修建了南丈沟战斗烈
士纪念亭、纪念碑、烈士墓园。2022 年 5 月，县军人事务局投资 20
万元，对烈士墓园进行了提升改造。三是凝心聚力，在时代呼唤中
弘扬红色文化。南丈沟村通过微信公众号、小喇叭宣传等方式，不
断向村民讲解 8 名烈士的故事，同时通过院落会、座谈会等形式，和
群众在家长里短中传承红色基因，学习先烈精神。开展爱国主义主
题活动，在红色精神的引领下，深入营造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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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剪刀，一张彩
纸，剪出的是记忆、是
故事，更是优秀文化的
传 承 。 走 进 镇 安 县 米
粮 镇 月 明 村 非 遗 传 承
人周金永的家中，映入
眼 帘 的 是 满 屋 子 的 剪
纸作品，有栩栩如生的

人物、活灵活现的小动物，还有含苞待放的花朵，每一幅图的线条婉转
流畅，风格清新秀丽，生动地展现了剪纸艺术的独特魅力。

左一剪，右一剪，伴随着沙沙的剪纸声，一张薄薄的纸片在周金永
的手中轻巧地转动着，不一会儿，一只活泼可爱的兔子便跃然纸上，这
种“指尖上的艺术”让现场的围观者深深叹服。

今年 57 岁的周金永幼时受母亲的影响，对剪、刻纸艺术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母亲剪纸时，周金永就坐在旁边，边看边模仿，一来二去就
学会了。长大后，为了将剪纸做得更好，周金永一直刻苦钻研、精益求
精，无论是花样构思、线条勾画，还是成品剪裁，他都要反复修改打磨，
每一幅作品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亲朋好友见了，情不自禁地为之赞

叹，经常有人会“讨要”一幅拿回去珍藏。如今，周金永家中只留下 20
多幅作品，以便其他剪纸爱好者参观学习。

作为剪纸传承人，周金永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一个偶然的机
会，周金永得知米粮中心小学要增设一门非遗文化课程，但一直没有
找到懂得剪纸和书法的民间艺术家，他便毛遂自荐，主动联系学校，愿
意担任非遗文化辅导老师。教学期间，周金永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
剪纸要点，手把手地教学生勾画、裁剪。在周金永心中，剪纸是一种宝
贵的文化财富，只要有人愿意学，他都会倾囊相授。

周金永的剪纸作品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或表现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或呈现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他表示，非遗传承的不仅
仅是一种记忆，更重要的是一种文脉。通过剪纸这个载体，让大家更
多地了解剪纸背后的故事，更多地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保护好、传承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复兴少年宫等阵
地的作用，打造集培训学习、作品展示于一体的非遗文化工作室，让
更多年轻人保护好、传承好剪纸文化。同时，我们将逐步把剪纸文
化转化成文化产业优势，助推当地的经济发展。”米粮镇党委委员朱
益群说。

小 剪 刀 传 承 大 文 化
江荣霞 卢 敏

秋高气爽时节，我们出了市
区，顺着汝河一路向西，跨过商
州区杨峪河镇南城子，向北穿过
高速路，一头扎进太平沟。

随着地势的拔高，山坡上的
色彩更加浓烈。谷底溪水形成
道道瀑布，像一条条白练。走到
沟垴，半坡上有一户人家，我们

远远望见雪白的墙壁，还听见男主人和孩子的喊叫声。
穿过一片竹林爬上陡坡，来到院子里，一位妇女带着孩子正在水池

边洗菜，小孩看到陌生人来临，躲到大人身后，用羞涩的眼神张望着。
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柴火码得整整齐齐，旁边有一棵梨树，还有一

片菜园，院子边上是陡坡，用竹篱笆围挡着。站在场边眺望远方，视野开
阔，层峦叠嶂，真像一处梦中来过的隐居之地。

男主人姓房，今年 65岁，十分健谈。他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谢渠，
和太平沟是一个流域，但属于岭北的金陵寺镇管辖，老祖宗从金陵寺搬
到这里，已经生活了好多代了，目前的房子是第三次盖的，瓦是从金陵寺
翻岭背过来的。

我们问：“这里为什么叫谢渠？”老房说，可能很早的时候有姓谢的住
在这里，分布在沟渠两边，不过目前全是姓房的了。前几年这里有十几
户，现在常在家的只有 3户 5个人了。

老房有两个儿子，都在咸阳打工。大儿子受过
重伤留下后遗症，一直没能成家。小儿子娶了咸阳
的姑娘，孩子 4 岁了。目前，老两口在家主要是带孩
子，顺便种点庄稼，还种了天麻、黄芪等中药材，在房
前屋后养了 30 多箱土蜂。

老房说，谢渠的沟垴有通往金陵寺的小路，经常
有城里人成群结队地从太平沟上来游玩。从这里到沟
口有七八里路，骑自行车大概半个小时，他每隔五六天
下去买一回菜，顺便给孙子买些好吃的。

老房的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个蛇皮袋子鼓鼓地
装着天麻。他自豪地说，他的鲜天麻三斤能干一斤，外地
的六七斤才能干一斤，因为生长期长、药分足。药材贩子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上门来收，今年价格也好，鲜天麻一斤能
卖八九块钱，就是太少了。

灶房里还盘有土炕，老房说，冬天烧个热炕，擦黑上炕看
电视，困了休息，也不寂寞。我们给抱着孙子的老房拍了一张照
片，老房笑得很开心，一脸的幸福感。

村里还有两位老人在家，还有一户是两层土楼，柿子树、山茱萸
树挂满红艳艳的果实。

路的尽头开始爬升，我们穿行在密林里，大口呼吸负氧离子，有种醉意
朦胧的感觉。爬到半坡，回望远方，山坡像一幅巨幅油画，美得令人心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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