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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我省 3月 30日新颁布的《城镇燃气居民及商业用户
室内工程设计标准》，从 4月 1日起，实行三条强制性标准，即对燃
气用户：必须使用灶具连接不锈钢波纹软管、灶前燃气自闭阀门和
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对不满足以上要求的用户，
责令立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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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又相催，浩浩诸方炉鞴
开。 11 月 27 日，由中国退役士兵就
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四川联络部、四川
山西商会青年联盟主办，四川省企业
家研究会承办的“军益杯”公益文艺
晚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华侨城大剧院举
行。山西省民歌协会一行 9 人应中国
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四川联
络部邀请，参加了此次文艺晚会。这
是该协会自今年 8 月成立以来首次走
出山西参加大型公益活动。此次活动
由山西省民歌协会主席杨文祥、副主
席兼秘书长柳根宽、副主席赵利军三
位热爱山西民歌的老兵亲自带队，在

“天府之国”唱响山西民歌。
晚会在成都市总工会职工合唱团

表演的大合唱 《萨郎朗羌族年》 中拉
开帷幕。接下来，山西省民歌协会主
席 杨 文 祥 演 唱 了 《樱 桃 好 吃 树 难
栽》 和陕北民歌 《羊肚子手巾三道
道蓝》 等经典曲目，圆润的唱腔让
在场的成都市民真正感到了晋陕民
歌 的 乡 土 风 韵 。 整 场 演 出 名 家 荟
萃 ， 精 彩 纷 呈 ， 成 都 雪 域 艺 术 团 、
成都雪艺艺术团、成都军人子弟俱
乐部等艺术团体的艺术家以独具地
方特色的节目博得在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山西省民歌协会的民歌表演

艺术家以浓郁的山西风情让四川人
民领略了山西民歌的风采。昝爱叶
的 女 声 独 唱 《山 丹 丹 开 花 红 艳 艳》

《放羊调》，王志伟、王婵娟表演的
二人台 《走西口》《五哥放羊》，赵
利 军 的 男 声 独 唱 《母 亲》《军 人 本
色》 等旋律优美、高亢明亮、韵味
十足。晚会在全体演员合唱的 《我
和我的祖国》 中落下帷幕。

山西省民歌协会在成都的演出受
到当地艺术团体、文艺爱好者的追
捧，获得不少艺术家的激情点赞。院
坝文化艺术团联盟绿地葫芦丝队文化
顾问刘晋夫获悉山西省民歌协会来
蓉演出，积极与杨文祥取得联系，
现场聆听了山西民歌艺术家的精彩
演唱。绿地葫芦丝队艺术总监董丽
梅等 6 人组成观摩小组，不顾刚刚
参加完一场演出的疲劳，特地赶到
演出现场，与山西省民歌协会的艺
术家进行了交流。成都市朗诵艺术
家协会的艺术家也对山西省民歌协
会艺术家的表演给予极高的评价。

据了解，山西省民歌协会是一

支有爱心、有实力、有梦想的团队，
他们多次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山
西广播电视台组织的多场综艺节目。
该协会主席杨文祥曾七次走进央视，
在 《我要上春晚》《群英汇》《幸福账
单为你买单》《这厢有礼》《2018 共筑
中国梦公益中国行》 网络春晚等节目
唱响山西民歌。杨文祥告诉记者，此
次赴成都参加公益文艺晚会，他们是
带着对军人、对老兵的深厚情谊，带
着山西省民歌协会艺术家对山西民歌
的一片赤诚，让极具魅力的山西民歌
唱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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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冯桢） 日前，由李
鸣放主编的大型画册《大同军堡》，由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大同军
堡》以朴实的摄影艺术语言，表现长城
军堡的昨日和今天，让更多人准确、深
入地了解大同军堡在长城防御体系的
位置及作用，为大同明长城保护及军
事古堡的研究提供直观的第一手资
料。

明 长 城 修 建 的 军 堡 遍 布 晋 北 地
区，其防御体系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加
固日益完善，最终形成了一整套以长
城墙体、军城（堡）、烽燧等为主要元素
的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大同军堡群就

位于北部防线的最前沿，东起天镇平
远堡，西至左云宁鲁堡，明代大同镇军
堡 52 座 ，位 于 现 大 同 市 境 内 的 有 31
座。

《大同军堡》由李鸣放、安晋华、谷
润民、曹刚、王同祥拍摄完成，全景记
录了大同长城军堡的遗存，这是长城
摄影的新视角，是长城摄影主题的新
突破，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长城文化
的 认 识 ，填 补 了 长 城 画 册 的 一 大 空
白。《大同军堡》体现了历史性与现实
性的紧密联系，专业性与通俗性的有
机结合，图片与文字的完美统一，雅俗
共赏，难能可贵，既是饱览大同军堡的

视觉盛宴，又可增强人们热爱军堡、保
护长城意识。

李鸣放从事新闻工作 30 多年，主
编了《大同大不同》《大同广电职工摄
影 展 画 册（1-3 卷）》《奔 跑 吧 ，大 同》

《大同长城》《大同古长城》等画册，是
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市摄影家协会第
三、四届副主席，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大同长城学会副会长。

《大同军堡》由著名长城专家、中
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和大同三晋
文化研究会会长要子瑾作序，书内主
要摄影作品将于今日起在云冈石窟美
术馆展出。

过去，一到冬天，很多人就开启了
“宅”模式，宁愿在家宅三月，不愿出门
走一步。如今，市民健康意识增强，冬
季走路锻炼的市民非常多，市民健步
走热情不减。

入冬以来，我市天气渐渐转冷，但
很多市民健步走的热情并未减退。记
者近日走访我市部分公园、广场发现，
除了常见的健身方式外，健步走越来
越受到市民的青睐。

23 日傍晚，记者在明堂公园看到，
虽然雪后的古都大同寒意袭人，但市民
的“健步走热”丝毫不减，伴随着有节奏
的音乐，市民们走得非常兴奋。家住柳
港园的市民高女士告诉记者，她和其他
健走爱好者已经坚持三年多了，不仅锻
炼了身体，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每天
我们都会按时集合，现在队伍的规模也
越来越大，走起来的时候特别舒心，不
但锻炼了身体，心情也倍儿好。”

63 岁的市民白先生表示，他家住
御泉小区，退休后喜欢上了健步走，家
离御河生态园又近，在他的影响下，与
家人每天一起到生态园健步走。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随着健身方式的多元
化，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加入到健步
走的队伍当中，成为户外健步走的主
力军。据相关专业人士介绍，寒冷的
季节对心脏的压力会加大，所以不适
合做剧烈运动，而走路相对强度较低，
不失为一种冬季运动的好方法。走路
是一种有氧运动，走路时配合深呼吸，
能有效促进血液循环，消除大脑疲劳，
预防老年痴呆。同时每周保持 7 小时
以上的运动也能有效降低乳腺疾病。
冬季血压血糖普遍增高，外出运动适
当消耗糖分，有助于降血压降血糖。
冬季气温低，健步走发汗的程度要比
天热时消耗更多的能量，这时候健步
走减肥效果更为明显。 李炯

天寒地冻 市民健步走热情不减

大型画册《大同军堡》出版

欣 赏 我 市 青 年 油 画 家 杨 洋 的 作
品，是一次美的洗礼。

“我以我的画笔感动观者，正如
山以瀑布感动辽远的大海。”杨洋对
艺术和美是虔诚的。一位画家如果每
天坚持画四五个小时就非常了不起
了，而杨洋却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画，
五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个小时……
时光在她的画室里静静地流淌，一幅
幅油画作品就悄悄地诞生着。杨洋从
小就喜欢绘画，尤其是近十几年，她
视绘画如生命，有时早晨起床，顾不
上洗漱，借着晨日第一缕阳光，就开
始沉浸在她的油画世界里。

“最容易想起的最容易忘记，有
谁还记得泥土的芬芳。”而杨洋用她

的画笔为我们这些久居都市
的人们找回了这种芬芳。故
乡的山水也哺育了杨洋，给
予了杨洋与生俱来的艺术天
赋。杨洋出生于阳高县一个
普通的家庭，憨厚纯良的父
母 赋 予 杨 洋 温 和 平 静 的 个
性，也成就了她今天独具韵
味的油画风格。在一幅暂定
名为 《链》 的系列油画作品
中，多个绘画个体组成一个
统 一 的 艺 术 生 命 体 ，“ 链 ”
接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世
象百态，给观者极强的视觉

冲击力和深邃的生命哲思，呈现当代
艺术的线条之美，把博爱贯穿整个艺
术构思。记者第一眼看到这组作品，
就感到了一种不一样的艺术个性和张
力。当代艺术或许就是这样，让你在
冥冥之中感到生命的永恒、持续的接
力。杨洋的油画就给人一种这样的状
态，有时观者在梦中也会呈现那种画
境，那种永恒的生命接力。这种接力
体现在“当代油画的生活韵味，立体
场景的文艺格调”。

杨洋始终对艺术有着独特的感悟
能力，虽然在校时学的专业与艺术毫
不相干，毕业以后的职业生涯也几乎
与艺术没有太大关联，但一拿起画
笔，她的才情就开始彰显。十几年

来，她自学油画，潜心创作，默默耕
耘，在她的油画世界描摹人生与世
界。业余时间，她也去拜访一些资深
油画家、当代艺术家，在与他们的交
流中感悟着一种新的画语。

创作油画靠悟性，对于绘画语言
的理解和形式的把握是创作的灵魂。

《文心雕龙》 有句话：“参古定法，望
今致奇”。说的就是一个画家有了雄
厚的传统功底还不算数，能否在语言
和境界上取得突破是一个画家能否创
作出“真迹”的关键。杨洋一直在深
刻研读名家名作中思考当代社会问题
和传统文化，力求在技术层面走出自
己的路子。看她的一些作品，在色彩
运用和造型处理中，渗透着当代艺术
基因，这也得益于她对国内外一些当
代艺术家作品的用心领悟。

相对于悟性而言，“勤奋”这个
词在杨洋的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记
者看到她的每件作品在面貌上都会有
微妙的改变，这一定是思考的结果，
也是她在思考后反复矫正自己“运
行”轨迹的体现。在她的作品中我们
可以感受到她对于绘画的真诚与执
着。技巧的锤炼和思考的积淀使她的
绘画之路日渐明朗，画风也逐渐成
熟，画面呈现出较强的可读性和艺术
性。杨洋的油画总是给人一种平和温
暖之感，好像正午的太阳直射进来，

照在人身上，暖暖的。有时她也没有
给作品起一个名字，她希望观者去想
象，去思考，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不
同的审美趋向。

心中有志，人必勤；画中有韵，
笔自神。谈起未来，杨洋说：“向生
活学习，向前辈学习，向更优秀的同
行学习，向名家学习，遵从自己内心
的喜欢，以艺术的方式感受世界、思
考爱与美。”

描绘生活与博爱的油彩
——记我市青年油画家杨洋

本报记者 赵永宏

距今 2.5 亿年前恐龙诞生了，那个
时 代 被 称 为“ 恐 龙 时 代 ”或 者“ 中 生
代”，中生代包括：三叠纪、侏罗纪和白
垩纪。

三叠纪：经过上一时代的生物灭
绝后，气候又一次变得温暖适宜，新的
动植物开始慢慢繁衍生息，地球上出
现了一些神奇的动物——恐龙，恐龙
是生存于陆地上的爬行动物，它们的
宝宝是由恐龙蛋孵化而来的。这一时
代的典型是叶子像针一样尖、抵御气
候变化能力强的植物，在陆地上分布
很广。

这 一 时 期 出 现 的 恐 龙 ，例 如 ：板
龙，板龙是三叠纪的古老恐龙，它是出
现在地球上的第一种巨型恐龙。在板
龙出现以前，最大的植食类动物的身
材也就像一头猪那样大，而板龙要大
得多，它的身体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
大。体长 6 至 8 米，身高 3.6 米，体重 5
吨左右。

始 盗 龙 ，始 盗 龙 是 最 原 始 的 一

种。身长约 1.5 米，是小型肉食动物，
能够两足行走。

侏罗纪：并不是所有的恐龙都生
活在同一时期。在距今 2 亿年前的侏
罗纪，沸腾的岩浆在地幔上升的作用
力下，“泛大陆”被撕裂，地面上到处都
是巨大的裂谷。海水流入裂谷中，内
陆深处气候变得潮湿，因为地壳分裂，
大陆上形成了不同的生存环境，陆地
上的恐龙在各个大陆上开始独立进
化。侏罗纪，巨大的恐龙依旧是这个
时代的霸主。这一时期恐龙包括植食
性恐龙和肉食性恐龙。侏罗纪时期是
裸子植物生长的极盛期。苏铁类和银
杏类植物的发展达到了高峰，松柏类
也占到很大的比例。

同一时期，在海洋中生活着很多
种恐龙，在这些恐龙中，“鱼龙”及“蛇
颈龙”繁衍极盛。

这一时期出现的恐龙，例如剑龙，身
长约 7至 9米，高 2.35米至 3.5米，重 2至 4
吨，是一种巨大的植食性恐龙，它的背上
有一排巨大的骨质板，以及带有四根尖
刺的危险尾巴来防御掠食者的攻击。

鱼龙，体长达 10 米，外形像鱼，
生于海洋，眼睛与嘴巴非常大，牙齿尖
锐，系肉食性恐龙。

白垩纪：1.5 亿年前，各个大陆被海
洋所隔断，陆地上的恐龙们无法往来。
就这样，各种恐龙的身体构建在不同的
大陆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
代陆地上的霸主依旧是恐龙，植食性恐

龙为了免遭肉食性恐龙的捕食，他们的
身体上长出了“铠甲”、“锤”、“角”等武
器，并且在不断地进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恐龙，例如甲龙,
身长约 10 米长 ,是植食性恐龙。身体
覆盖着硬甲，尾巴末端有锤状的肿块。
装甲坦克式的护身构造加上甲龙特有
的钢头功夫，使它能笑傲江湖，在掠杀
习以为常的恐龙时代面对任何穷凶极
恶的暴龙类恐龙都可不屑一顾。

霸王龙，身长约 11.5-14.7 米，平均
体重约 9 吨，最重 14.85 吨，头部长度最
大约 1.55米。咬合力一般 9万牛顿至 12
万牛顿，嘴巴末端最大可达 20万牛顿左
右，是体型最为粗壮的肉食性恐龙。

恐龙探秘（一）
大同市博物馆 王寒

“小小一口痰 ,病毒千千万 ,随地
乱吐痰 ,陋习危害大 !”为破除随地吐
痰的陋习，讲卫生、倡文明、树新风，
营造良好的防疫环境，日前，由大同
市文明办策划，大同数来宝创始人柴
京云、柴京海共同创作的数来宝《谈
吐优雅不吐痰 方为文明大同人》公
益动画视频正式上线。

“哎呀！我说我们那儿有一个讨
厌鬼，那点毛病可真讨厌，人家哈呵
气 喘 烟 一 含 ，就 好 随 地 乱 吐 痰 ，呵
呸！呵呸！……”说起大同数来宝，
每一位大同人都会津津乐道，那诙谐
幽默的语言，令人捧腹的段子和夸张
生动的表演都深深印在大同人的脑
海里。大同数来宝有着独特的艺术
魅力，语言诙谐幽默，表演富有亲和

力，已成为大同的一个文化品牌、一
张城市名片。该公益动画视频以数
来宝形式倡导市民不随地吐痰的文
明行动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引领社
会文明新风尚，共建美丽家园，共享
幸福生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宣传
效果。

据市文明办一科科长柳海燕介
绍，告别陋习，崇尚文明，向不文明行
为说“不”，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
起，从衣食住行上的小事做起，不说
脏话，不随地吐痰，不乱扔乱倒垃圾，
不损坏花木绿地等。市文明办通过
多种方式在全市范围内积极宣传文
明礼仪知识，纠正不文明行为，通过
一言一行，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让
文明之花开遍城市每个角落。

做 文 明 大 同 人
——大同数来宝公益动画视频上线小记

本报记者 李炯

山山西省民歌协会放歌成都放歌成都
本报记者 赵永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