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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乡有座中原诚信博物馆

古今诚信事 说与众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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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广泛征集能体现诚信的藏品，通

过照片、实物、多媒体等方式讲述有关
诚信的故事……河南新乡的中原诚信
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
让更多人深入理解诚信、践行诚信，发
扬光大诚信文化。

甲骨文里，“诚”“信”二字古朴典
雅；同仁堂以诚信立世，门口悬挂楹
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
贵必不敢减物力”……

走进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的中原
诚信博物馆，一件件实物讲述着一个
个诚信故事。这座以诚信为主题的博
物馆今年3月16日试运行，建筑面积
2500平方米，展览面积1000平方米，
馆藏、陈列展品300余件，涵盖石器、
票据、钱币等九大类，集中展现了我国
历代诚信史迹。

照片、实物、多媒体，讲
述诚信的故事

在中原诚信博物馆，一如开启诚
信的时光之隧。乔家商训、“戒欺室”
匾、古代地契……每一幅照片、每一段

文字、每一件实物、每一个复原场景，
都有一段诚信的故事。

“关于做人与诚信，大家可以跟孔
子‘交流’。”工作人员微笑着介绍。站
在“论道诚信”互动屏幕前，一名参观
者手指轻点，开启了与孔子的“跨时空
对话”。

“和我拉钩吧”情景房间里，参观
者与铜质“诚信宝宝”手指拉钩，一句
句诚信名言便在大屏幕上“跳动”起来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工作人员介绍，博物馆分为序厅、
信御华夏厅、忠党为民厅、信仰坚定
厅、思诚厅、诚信天下厅6个部分，讲
述历代有关诚信的故事，展现党和国
家推进诚信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和丰
硕成果，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为了收集藏品，博物馆建设者们
费了一番功夫。2019年3月开始，他们
5次邀请专家论证，到全国各地专业博
物馆咨询，广泛征集藏品，只要能体现
诚信的照片、实物，征集小组都不放
过。在河北邯郸，找到一个纸斗，由票
号、地契、老商标、路条等糊制而成，体
现了晚清时期诚信文化；在新乡市获
嘉县，征集到一个雍正年间平阳府校
正官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复制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稿……他们远
赴河北、安徽、江西等地，遍访周边城
市、农村，行程万余公里，历时半年多，
收集到一批有价值的藏品。

“诚信不是虚的，而是身边实实在
在的事。希望通过博物馆把诚信思想体
现出来，把诚信力量发扬光大。”全国劳
动模范、诚信博物馆馆长邓志军说。

三年三建博物馆，过程
体现诚信精神

三年三建，诚信博物馆的建设一
波三折。

2018年11月，建设诚信博物馆的
提议、方案拟定。第一次建馆筹备小组
会上，邓志军提出博物馆的建设资金，
全部由他创立的诚城集团负责。可预
算一出，反对声一片——仅设计建设、
内部装修，就达上千万元。“有人说，博
物馆不是正业，是赔本买卖。我反复解
释，终于得到了大家认可。”

没想到，博物馆的建设过程如此
曲折。

2019年 12月，占地3000余平方
米的博物馆装修完毕，准备布展。正在
此时，接到通知：因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需要，博物馆和配套设施要限期拆除。

国家重大工程面前，诚信博物馆建设
者忍痛割爱。

拆了还建吗？“说过的话要算数。”
邓志军说。博物馆建设小组重新寻找
馆址，设计装修。2021年7月，博物馆
重建，开馆日期定在7月 23日。不承
想，7月 20日，河南遭遇特大暴雨灾
害，博物馆被黄泥水一连泡了12天。
洪水退去，场馆内很多物品受损，建馆
心血又一次付诸东流。

“别建了！”朋友劝、家人说，但邓
志军建博物馆的决心不变。今年3月
16日，新的诚信博物馆试运行。

为啥一定要建诚信博物馆？“说到
就要做到。诚信是人心所向，值得为它
努力一辈子。”建设者的话掷地有声。

举办论坛、讲座，发扬光
大诚信文化

诚信二字的分量为何这么重？
“小时候，听老人讲，有一个人天天

说假话，结果一事无成。”邓志军说，
1989年，他从老家到新乡市打拼，从创
业时起，自己就分外看中诚信，也正是因
为“靠谱”，打拼出一番事业。因诚信受益
的他希望更多人认识到诚信的价值。

中原诚信博物馆的建设过程，让

人们看到“诚信”的魅力：新乡市收藏
家协会全体动员，将一件件珍贵历史
文物陆续捐来；80多岁的李秋泉老人
骑着三轮车，穿过半个城，捐赠珍藏的
老照片；剪纸艺人马利敏精心完成

“诚”系列剪纸，无偿捐赠，并代孙子捐
助，说“要把诚信传承给下一代”；河南
省陨石收藏家协会捐赠了价值不菲的
陨石，称“诚信重于千金”。

开馆以来，多家单位将诚信博物
馆作为教育实践基地、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到此参观，在
留言簿上写下诚信感悟。新乡市诚城
卓人学校倡树诚信之风，考试时一名
同学写错了题，老师忘记扣分，学生主
动要求将100分改为99分；老师和学
生把要做的“诚信事”写下来，当众大
声朗读，然后放进“诚信瓶”接受监督。

为了让更多人深入理解诚信、践
行诚信，博物馆开辟了多个板块，如为
政之法、立人之本、齐家之道、经商之
魂、报国之志、交友之基等，小到个人
修养、家庭美德，大到国家治理、国与
国交往，展示诚信之风。邓志军说：“我
们将在博物馆馆藏展品的基础上，开
办论坛、讲座、诚信学院等，让诚信文
化发扬光大。”

（《人民日报》马跃峰）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
近年来，甘肃省瓜州县以
建设“书香瓜州”为目标，
着力将农家书屋打造成农
民群众学文化、长技能、强
本领的“加油站”，丰富基
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
育全民阅读新风尚。

初夏时节，走进瓜州
县锁阳城镇农丰村的农家
书屋，书架上摆满科普、文
学及农业技术类图书，吸
引了不少村民前来阅读

“充电”。
今年以来，锁阳城镇

积极贯彻落实《瓜州县“书
香瓜州”建设行动计划》文
件精神，充分发挥农家书
屋农村文化主阵地作用，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阅读活动，培育群
众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多读书、常读书的良好
新风尚，为乡村振兴提供
文化支撑。

为打通农村阅读“最
后一公里”，让图书“走”进
农家，七墩乡三墩村通过
开展阅读分享、诵读比赛、
奖励图书等活动，号召村
民走进书屋，汲取文化“养
分”。“品读红色书籍，重温
峥嵘岁月，可以从中汲取文化养分和
精神力量，讲与后辈听，让他们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七墩乡三墩村
党支部书记李忠说。

今年以来，瓜州县以农家书屋、图
书馆乡镇分馆等阵地为载体，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充分发挥
农家书屋在推进“书香瓜州”建设中的
作用，进一步加强了村级文化阵地的
建设、增强了群众学习的积极性，为农
村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同
时，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广大群众的阅
读需求，推动优质阅读服务资源以更
加便捷的形式不断向基层一线延伸，
各书屋管理员积极推广线上阅读，借
助“百草园”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移动
图书馆APP”开启“流动的农家书屋”，
让农民群众动动手指就能用手机在线
阅读书籍。此外，还积极利用农家书屋
创新学习模式，积极打造“党建+农家
书屋”阅读学习新阵地，通过党员培
训、知识宣讲、道德讲堂等主题讲座，
不断增强农家书屋的生命力。目前，瓜
州县15个乡镇75个行政村已建成标
准化农家书屋75个，藏书量达到了12
余万册。

节气过了小满，地里的豌
豆由青转黄，渐渐成熟了。以
前，老家常播种那带着花纹、有
绿头的豌豆，我们叫它“花豌
豆”，多套种在麦地里。麦子黄
梢时，花豌豆先熟了，东南风一
阵阵吹来，直吹得豌豆荚哗啦
哗啦响。

豌豆古称寒豆，概因其在
寒露前后播种，适应性强，耐
寒、耐旱、耐瘠薄，过去乡人大
多在田头地角畦边，零星种上
几片。豌豆比麦子成熟早，乡人
常要采摘一篮青青黄黄的豌
豆，尝尝新鲜。

豌豆七八分熟时即可采食，绿生生的荚角
胀鼓鼓的，剥出的豌豆粒儿清灵、圆润，泛出一
股清鲜之气。青豌豆有好多种吃法，比如炒肉
丁、炒虾仁、做火腿炒饭，无论怎么吃，都为一品
青豌豆那诱人的鲜香。我喜欢极简的吃法——
煮豌豆，只用一小撮精盐，其他作料一概不用，
将青豌豆连带着秧蔓清洗干净，入锅加清水放
一小撮盐，煮十几分钟即可，捞出凉透装盘，那
种鲜绿极为亮眼，缕缕清香直入鼻孔。随手捏出
一只，随剥随吃，佐饭下酒皆可。

农谚云：“小满有雨豌豆收，小满无雨豌豆
丢。”不管有雨无雨，小满过了就要收豌豆了。打
出的豌豆圆滚滚的，场地上晾晒时，滴溜溜滚得
到处都是。豌豆成熟之后质地会变坚硬，再不复
当初的青嫩，所以牙口不好的人是吃不得炒豌
豆的。尤其是一种叫“铜豌豆”的，更硬更耐口。
元代文学家关汉卿在套曲《一枝花·不伏老》中
有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
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说的就是这种豌豆，以此
表达作者狂放高傲的个性。

不过，乡人食用老豌豆大都要浸泡一阵，然
后再磨再煮。年少时，我爱喝的老家的粉浆，就
是以豌豆为主做的杂粮粥。做这道粥食，必要用
农家院里的那盘青石小磨。将豌豆、麦子提前泡
涨，加水一勺勺添入磨眼，吱呦呦旋转起来，磨
成浆汁。用大麦仁煎锅，入锅慢悠悠熬透，出锅
前撒上少许盐即成。但见粥汁灰青色，散发出浓
郁的豌豆香气。喝粉浆需盛在大瓷盆里，凉透了
再吃，喝起来滑溜溜的，十分顺口，满嘴溢着豌
豆的鲜香味儿。我能一气儿喝上几大海碗，母亲
总说我是“粉浆肚子”。

豌豆最美的吃法，莫过于做凉粉。做起来稍
显复杂，先要将豌豆用水浸泡，加水磨成浆汁，
然后滤渣、澄清、留粉。先在锅里添加清水烧开，
再将豌豆粉搅匀入开水中，小火烧煮，并快速搅
拌，煮至冒泡后关火，倒入现成的模具内，再浸
入老井水中冷却，但见白晶晶一整块儿。吃时，
切成小块置于白瓷盘中，浇上香醋，佐以芝麻盐
或麻酱汁，也可撒上一点儿蒜蓉、辣椒，吃前再
拌以香菜或黄瓜条增色。观其色晶莹、白亮，入
口滑嫩爽口、酸辣开胃，大热天吃起来凉爽透
身，是消夏的一款时令美食。

等到新麦下来，庄户人要磨面蒸新馍尝新
了。儿时，忒馋那种夹了豌豆馅儿的新馍，我们
称之为“豌豆黄”。大街小巷里，常见小贩推着独
轮车吆卖，“豌豆黄唻，又香又甜又暄软的豌豆
黄——”那声音像唱曲儿似的，宛转悠扬，特别
好听，带有豌豆黄的香甜味儿，一直漫进我的记
忆里袅袅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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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4日，江苏省东台中等专业
学校一间简陋的画室里，一位男教师，
正凝神聚气地手握电烙笔在一个葫芦
上勾画涂抹。淡淡的青烟袅袅升起，不
一会儿，一幅“横眉怒目剑出鞘，誓保
清气满乾坤”葫芦烙画《钟进士像》终
于创作完成。

“这幅《钟进士像》精心制作了一
周时间，是应邀为盐城市2022年廉政
建设非遗展创作的一幅作品。”见到笔
者，该校美术老师杨志龙起身微笑。

1975 年出生的杨志龙，20 岁那
年从盐城师范学校美术专业毕业，二
十多年来，他在民间艺术创作的道路
上不断追寻，勇于实践，结出了累累
硕果。

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志龙创作的
装饰画《华夏龙腾》入选2000年举办
的东台市“中国人寿杯”首届工艺美术
节暨“中华龙”集萃展，获铜奖。第一次
看到家乡这么多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
艺术后，他深深为之震撼，更坚定了运
用自己所长，传承东台民间艺术的决
心。近年来，他潜心钻研，刻苦学习多
项民间艺术，在从事美术教学同时，持
续推进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成了他
工作的重心。

要传承得有“本钱”。2003年，从南
京艺术学院进修回来的杨志龙，遍访
名师，先后向溱湖刻纸省级非遗传承
人宋月秋、彩绘葫芦大师王东元、麦秸
画艺术家刘用明等名家学习，系统掌
握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多项民间艺术。
2010年，经组织推荐，他参加了国家教
育部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等
职业学校民间艺术骨干教师培训班。
在那里，他又学习了扎染、蜡染、湘绣、
陶瓷等民间技艺。作为东台人，他热衷

“发绣”艺术的理论研究，2015年，由其
参与主编的《东台发绣艺术》一书由江
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不仅
进一步提升了东台“中国发绣艺术之
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填补了“发
绣”这项传承了数千年的民间技艺的

理论空白。
杨志龙在艺术的道路上还勇于探

索创新，2011年，他在彩绘葫芦的基础
上，利用废旧酒瓶，创新研发了“宝瓶
吉祥脸谱”，并成功申报国家专利。
2012年，“宝瓶吉祥脸谱”被盐城市委
宣传部、盐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作为
最新民间工艺载入《美在盐城·绣盐
城》一书中，并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
版。2014年，他参加了江苏省教育厅主
办，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的民间技艺骨干教师培训班，系统学
习苏州核雕、桃花坞木刻等民间技艺；
2019年，他开始尝试烙画，并在传统烙
画的基础上，进行彩绘葫芦和烙画的
有机结合，先后创作出一批色彩浓烈、
造型独特，极具装饰风格的彩绘烙画
葫芦作品。

作为非遗传承人，杨志龙积极将
溱湖刻纸、彩绘葫芦等民间艺术引进
课堂，指导学生进行非遗技艺的学习。
2013年，作为国家创业培训师的他，以
本土民间艺术为创业项目，指导学生
创办的创业社团——“三贤堂艺文合
作社”，连续三年在全国、省市创业大
赛中获奖。

2021年，鉴于学校非遗传承工作
的出色，江苏省东台中等专业学校被
东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认定为“东
台市非遗传承基地”。

笔者发现，无论是在杨志龙的办
公室、画室，还是他家的书房里，都摆
满了各种各样他创作的民间工艺品，
有造型夸张、色彩斑斓的彩绘葫芦；有
构思精巧、配色艳丽的溱湖刻纸；有朴
素典雅、浓淡相宜的木板烙画……

现已成为盐城市美术家协会会
员、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职业教育美
术学科带头人，盐城市教育书画院特
聘书画师的杨志龙，对未来民间艺术
的传承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党员
教师，将非遗传承与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相结合、将民族技艺学习与‘立德树
人’相结合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愿
做一名情牵家乡非遗的‘守艺人’，做
文化自信的实践者和担当者，带动更
多的青年学生，弘扬爱国精神，热爱民
族文化，学习民间艺术，努力把地方优
秀非遗文化传承和发展下去，使之发
扬光大。”

杨
志
龙 木板烙画——《虎虎生威》

葫芦烙画——《钟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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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化科普课
“童年就是万花筒——
《找一找，是中药啊》”开讲

本报讯（张鸿杰）5月30日，中医
药文化科普课“童年就是万花筒——
《找一找，是中药啊》”在西南财经大学
附属小学开讲。本次科普课堂由四川
民族出版社、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西南财经大学附
属小学、成都沙河源小学共同举办。

科普课主讲人是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团委副书记、四川省中医药
学会文化建设专委会委员——闫译
兮，以“寻找身边的草药”为主题，给一
年级的小学生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中
医药知识科普课。

当天，四川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副
总编辑马金曲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
院院长、博物馆馆长、中医药文化中心
主任任玉兰以及闫译兮老师一起，向
西南财经大学附属小学赠送了50套
四川民族出版社刚刚出版，还浸润着
油墨香味的儿童科普图书——《找一
找，是中药啊》，给孩子们送上了“六
一”国际儿童节礼物。赠书仪式结束
后，西南财经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张幼
玲也为所有来宾回赠了学校的光华币
留作纪念。

本次讲座旨在深入推进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广电总局《中医药文化
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
的开展，推动中医药科普知识进校园、
进课堂，积极传播中医药文化，在小朋
友心中播下中医药的“种子”，增强民族
自信和文化自信。科普课堂6月2日还
将在成都市沙河源小学继续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