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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四口爱面塑面塑
捏出牡丹别样娇捏出牡丹别样娇

□记者 王妍/文 张晓理/图

这是个志趣相投的家庭，上至
60多岁的奶奶，下至4岁的小孙子，一
家三代四口人都喜欢面塑。男主人
胡卫艳不仅面塑牡丹，还将牡丹文化
节吉祥物等与牡丹相关的形象用面
塑呈现出来。他说，希望能将创作的
面塑牡丹献给牡丹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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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第31届牡丹文化节，为
市民和游客提供优质服务，昨日市总
工会启动“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市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已成立优
质服务竞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将对
各窗口单位（行业）进行考核，并于12
月底前对评选出的优质服务标兵集体
和个人进行表彰。（程芳菲 高锦）

●“不闯信号灯、不抢道、不超速、
不开赌气车……”昨日上午，在市公交
集团公司为迎接牡丹文化节启动的

“文明交通 缓堵保畅我先行”宣传活
动上，市公交集团四公司驾驶员于灏
代表全体驾驶员作出承诺。我市60
名民警和公交、公务车辆的300多名
驾驶员参加了该活动。

（陈兵 李冰 姜东）
●昨日上午，金谷派出所对辖区内

出租房、小旅馆较集中的白金都会小区
进行了集中清查，对小区内流动人口及
出租房屋情况进行摸底记录。该派出
所有关人员介绍，随着牡丹文化节的临
近，他们将不定期对辖区内的出租房、
小旅馆进行清查，给游客创造一个安全
舒心的住宿环境。（申利超 李杰）

牡丹、“红红和丹丹”、牡丹精
灵……在这里都有面塑版本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瀍河回族区
恒大绿洲小区的胡先生家中。一进
门，我们首先被客厅阳台上姹紫嫣红
的一片“花丛”吸引住了，只见红的、黄
的、紫的花朵缤纷绽放在一丛丛绿色
植物当中，煞是好看。

“这些是我们自己捏着玩的，捏完
就插在花盆里了。”胡先生60多岁的母
亲说。原来，这些花都是面塑作品。

走进里屋，34岁的胡先生正在桌
子前聚精会神地为一朵“牡丹”添叶。
挨着墙的一侧，整齐地摆放着已成型的
面塑作品，除了整株的面塑牡丹，还有
牡丹文化节的吉祥物“红红”“丹丹”。

胡先生特意为我们介绍一个约有
食指高、穿绿衣绿鞋的“小人儿”，说它
是咱洛阳牡丹家族的新成员——3D电
影《牡丹仙子之瑞春花开》中的绿色牡
丹精灵“丽贝”，因为电影今年4月才上
映，所以大家还不熟悉它。原来，他从
去年11月的一份《洛阳晚报》上看到了

对这个电影的介绍，便按照报纸上的
图片捏出了牡丹精灵的面塑形象。

一个面塑玩具，让一家人着了迷

胡先生老家在新乡，他和妻子曾
同在洛阳师范学院求学，宜居的环境
和浓厚的文化氛围，让俩人毕业后留
洛定居。去年春天，妻子为儿子买的
一个“孙悟空”面塑引起了胡先生的兴
趣，夫妻二人四处打听，在洛龙区李楼
镇找到一位肖姓面塑艺人并拜师学
艺。受他们影响，母亲和4岁的儿子棒
棒也加入进来。

一开始，胡先生学到的面塑多为
传统的“八仙过海”“唐僧取经”等形
象，一日，他灵光一闪：洛阳牡丹名扬
四海，能不能捏牡丹呢？

他开始按照画册和网上的牡丹图片
来塑造牡丹，捏好后家人总说不像。于
是，他便蹲在路旁的花坛边细细观察，

“这一蹲，看明白了，牡丹花瓣虽多，但片
片分明，我捏的不够立体；牡丹的叶子，
每一片牡丹叶都是分三叉，每个叉尖又
各分三个顶，这叫‘三叉九顶’……”。

那一段时间，他吃过晚饭便和家
人到路旁观察牡丹，常常从晚上八九
点捏到凌晨一两点。在一次连续三晚
的“战斗”后，他将一株鲜艳娇美的“洛
阳红”带到家人和同事面前，受到了大
家的啧啧称赞。接下来，牡丹文化节
的吉祥物、牡丹仙子、牡丹精灵等，都
成为他面塑作品的形象。

想将作品献给牡丹文化节，
为洛阳牡丹尽一份心意

近日，记者在胡先生家中一睹了
他想送给牡丹文化节筹备部门的作
品：这是一株花繁叶茂的微缩版“二
乔”，株高约20厘米，枝头有红粉相间
的盛放花朵，也有绿意未褪的待放花
苞。细细观察，个别花蕊间还有蜜蜂
和蝴蝶点缀，颇为精细。

“原本二乔红粉两色之间是逐渐过
渡的，可由于我学艺未精，还没琢磨出
怎样使面塑呈现渐变色，过渡有些生硬
了。”胡先生说，“我知道咱们洛阳关于
牡丹的精品数不胜数，我捏得不好，只
是想为咱们洛阳牡丹尽一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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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洛阳幼儿师范学校的200余
名学生正在合练第31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河洛欢歌·广场文化狂欢月”开
幕式大型舞蹈。两个月来，该校师生合
理安排课余时间，科学训练，要争取将
最佳状态呈现给观众。记者 杜武 摄

刻苦训练齐“备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