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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牛鹏远/文 张斌/图

手里只捏一块不起眼的布头就能在宣
纸上画出色彩鲜艳的写意牡丹？毛笔杆上
顶块砖头也能写出一手好书法？近日，孟津
县的黄东红和爱人安先生表演的这两项绝
活让我们大开眼界。

创新技法，她用布头“生出”
艳牡丹

近日，我们在孟津县平乐镇见到了正在
用布头画画的黄东红。

只见画案上铺着一张三尺宣纸，摆着几
碟颜料，黄东红手捏一块湿过水的布头，蘸
上一点胭脂，在宣纸上来回点按，不起眼的

碎布头在纸上有节奏地跳跃着……
“用布画画，水分大小的掌握很重要。”

黄东红边画边说，“布头吸水太多，颜料容易
四处洇，吸水太少的话，又显得有些焦干。
画花瓣也有讲究，比用毛笔画复杂得多。牡
丹花瓣层次丰富、大小不一，手中的布头和
宣纸接触面积的大小也要不断变化。”

30分钟后，一幅完整的写意牡丹呈现
在我们面前。和毛笔创作的牡丹画相比，用
布画出来的牡丹颜色更加亮丽，花瓣上一道
道纹理也能表现出来，虽然不及毛笔画出的
牡丹精细，但远远望去，整个画面更加奔放。

黄东红告诉我们，她2009年开始接触
牡丹画，去年3月之前一直用毛笔画画，练
得多了，她就有了创新技法的念头，虽然不
断摸索，但始终没有较大突破。

去年3月，她在拿放在地上的拖把时无
意中发现，长时间放置的拖把水分蒸发后，
在地上留下的痕迹像极了一朵朵牡丹花。
由此，她有了用布头画牡丹的想法。

为什么用布头画出的牡丹更加鲜艳？
黄东红一笑：“我的颜料是按比例配出来
的。”她介绍，用布画画时，用普通矿物颜料
不仅容易四处洇，掺水后颜色也会变浅。经
过反复摸索，她发现将国画颜料和其他颜料
与丙烯按比例配制，不但洇的问题解决了，
画出的颜色也更加鲜亮。

埋头苦练，他用“顶”着砖头
的毛笔也能写出一手好字

黄东红用布头画出美丽的牡丹，他的爱
人安先生也有一项绝活：在毛笔头上顶半块
砖头还能写手好字。

在我们的要求下，安先生向我们展示了
他的绝活。他先拿起半块砖头，砖头中间有
一个小手指粗细、深4厘米的小孔，然后将
砖头套在毛笔上，扎起马步开始写字。虽然
砖头不轻，但他写起字来毫不吃力，一会儿
工夫，一幅遒劲的行书作品便完成了。

“毛笔上顶砖头练字，进步很快。”2007
年，安先生偶然听说有人在笔杆中灌铅练习
书法，他就有了仿照的念头，不同的是，他在
毛笔上顶了半块砖头。“刚开始时，承受不了
那么大的重量，字写得歪歪扭扭不说，胳膊
肌肉也经常拉伤。”安先生说，经过四五年的
练习，现在拿起顶有砖块的毛笔写字对他来
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安先生说，练字时，要全身的气往上提，
才能写得遒劲有力。经过练习，他不仅书法
水平有很大提高，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一个手捏布头画牡丹，一个笔顶砖头练书法

瞧！这夫妻俩各有绝活

□见习记者 李渊博 文/图

昨日，洛阳网小红帽志愿者团队和市城市
监察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为洛宁县罗岭乡的
村民们送去了1.6万余件冬衣、200条棉被和
200多只耳暖。随后，他们还到10户贫困群众
家中，为他们送去了大米和食用油等。

在罗岭乡政府大院内，孩子们戴上叔叔
阿姨们送来的耳暖，一个个乐开了花。全乡
各村代表乡亲们来领冬衣和棉被的人们开
心地说：“降温了，这批衣物来得很及时，感
谢好心人给我们送温暖。”

据了解，10月中旬以来，由洛阳网社区
版版主“老付”呼吁发起的“捐冬衣，为贫困
山区送温暖”活动共收到市民捐赠的冬衣和
棉被3万余件，关林的谢女士一次捐了300
多只耳暖，大家纷纷表示，希望通过志愿者
把这些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让大家过
一个温暖的冬天。

□见习记者 牛鹏远

10日上午，天气阴冷并伴有零星小雨，洛
阳免费拼车联盟的30多名成员和嵩县爱心吧
的志愿者一起，将点点爱心送到嵩县库区乡、
纸房镇、旧县镇的贫困家庭和学生手中。

上午9时许，拼车联盟第一站来到库区
乡岗上村贫困农民石丙午家中。石丙午家庭
困难，全家5口人住在40多年前盖的两间土
坯房内，房子还四处透风。前段时间，他突发
心肌梗死，手术后丧失劳动能力，还欠下不少
债务。志愿者为他家送去了米、面、油等物
品，网友“云彩”还将爱心人士江先生捐赠的
1万元现金交到石丙午手中。

随后，大家又赶往纸房镇纸房村，这里的
一个院落里住着53岁的潘先锋和他义务收
养、收留的孤儿和孤寡老人，大家为他们带来
了棉衣、米、面、油和慰问金。随拼车联盟一同
前来的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的儿科专家
还为患有严重脑损伤的孤儿做了检查。这个
院落是潘先锋租的，28年来，他无偿收养、
收留孤儿和孤寡老人30多人。在他的资助
下，有许多孤儿考上了大学，走上了工作岗
位……“听到老潘的故事后，我真的被感动
了。”网友“勇敢的大伯”说，回去后他要呼吁身
边的朋友尽力去帮助这里的孩子们。

11时许，志愿者们又来到旧县镇黄沟村
黄沟小学。由于学生少，地方偏远，学校只有
1名正式教师、1名代课教师，25名学生平时
在一个教室上课。志愿者们不仅为孩子们带
来了练习册和铅笔，还买了帽子、手套和围
巾。戴着暖和的帽子、手套，孩子们高兴得又
蹦又跳。

活动负责人“南山”表示，以后会组织更多
这样的爱心活动，发动更多的朋友去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爱心衣物
让冬天不再寒冷

点点爱心
“拼”出温暖

“面条奶奶”擀的面条很薄，煮的也很
烂，陈治军很喜欢吃。怕他吃腻了，“面条奶
奶”就变着法做，面叶、甜面条、咸面条，有
时候还做菜馍让陈治军过过瘾。另外，陈
治军家里拆洗被子及一些针线活，“面条奶
奶”也包了，干不过来时她就让自己的两个
儿媳妇过来帮忙。感动之余，陈治军的两

个儿子给“面条奶奶”送去了面粉和钱，但
她坚决不收。

王淑娥说 ：“乡里乡亲的，谁家没个事、
没个难，这不算啥。我就是动动手，一把面
一点儿柴火的事，再说了，治军年轻时，我们
家孩子小比较困难，他也经常帮我们家干农
活，如今该我帮他了。”

一年多来，她坚持为重病的乡亲擀面条，做好后再喂他吃下——

70岁“面条奶奶”感动乡邻
□记者 赵朝军 文/图

在偃师市高龙镇赵寨
村，有个“面条奶奶”，她叫
王淑娥，今年 70 岁，是个地
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乡亲
们之所以称她为“面条奶
奶”，一是因为她面条擀得
好，二是因为她做了件了不
起的事——从去年 10 月开
始，每天为身患绝症的乡亲
陈治军擀面条、喂饭，这在
当地传为佳话。

妻子离去没几年，
他被查出患了重病

陈治军今年53岁，6年前妻子患病去
世，他和两个儿子农忙时一起干农活，农闲
时外出打工，日子过得还可以。但在2009
年，正在地里干活的陈治军突然倒在了地
上，当时也在地里干活的王淑娥一家放下手
中的活，把陈治军弄到家里，最后又送到医
院，一检查是直肠癌晚期。

陈治军当时就懵了：妻子走了，两个孩子
还没成家，自己要是倒下了家可怎么办？当
时，他的两个儿子正在广东打工，他对王淑娥
说，我的病不能给孩子们说，如果他俩知道
了，心里的天就塌了。

当时，陈治军买了点药就回家了，两个儿
子打电话了，他就说家里都好。而他有时还
到地里干活，善良的王淑娥也让自己的两个
儿子帮他干活。

得知他得吃薄软的面食，热心的她揽下这个活
去年，陈治军又一次倒下了，得知真相

的两个儿子决定让父亲做手术。手术后出
院时，医生交代陈治军一定要注意饮食，多
吃又薄又软的面食，这可让他的两个儿子
作了难。王淑娥得知情况后说：“我每天给
治军做饭送饭吧。”

从去年10月开始，“面条奶奶”王淑娥

每天擀好面条煮好后送到陈治军家里，一
口一口地喂他吃。她对陈治军的儿子说：

“你爸吃药要花钱，你俩一个人在家，一个
人出去打工，你爸的饭我来做。”

就这样，一年多来，“面条奶奶”王淑
娥每天如此，一天最少做三顿，有时候还
做四顿。

“这不算啥，他年轻时也给我家干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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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高兴地接过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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