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事物没有创新，都会像一潭死
水。徐秀贞深谙这个道理，所以在传承
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木版年画的创新。

每逢过年，徐秀贞都会推出生肖系
列年画，如鼠年“鼠咬开天”、牛年“对瓦
卖牛”、虎年“五虎送福”等，春节期间也
会开办木版年画展，百余种木版年画呈
现在游客面前，让人大开眼界。同时，
徐秀贞并没有让木版年画局限于纸上，
她还将木版年画印在衣服上，让木版年
画走出博物馆，让更多人感受到它的魅
力。

在自己做好木版年画传承的同时，
徐秀贞不忘将更多的年轻人拉到木版
年画传承人的队伍里，不仅是为了把这
门技艺传承下去，也是为了利用年轻人
的开阔思维，在原有的形式和基础上对
木版年画进行创新。博物馆内，已经有
5名老师可以独立完成刻版、印刷等工
序，担当起木版年画传承的重任。“看着
更多的人喜爱这项传统手艺，我心里特
别高兴，这也是一代传承者最大的使
命。”徐秀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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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名老党员，一个非遗文化传承者，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实现东
昌府木版年画的创新发展。”说起木版年画，徐秀贞眼中闪烁着光芒。

徐秀贞今年72岁，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此外，徐秀贞还有着另外一
重身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人。

结缘木版年画

东昌府木版年画至今已有400余年的
历史，具有简单、丰富、人物富态、线条流
畅性强等特点。早在退休前，徐秀贞就对
木版年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开始搜
集木版年画，现在，徐秀贞手中的很多“老
版”，就是在那时候积攒下来的。

时间回溯到2006年，国家开始申报非
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各种传统手艺纷纷被

重视、发掘，其中，就包括东昌府木版年
画。此时，已退休的徐秀贞并没有选择赋
闲在家，而是走上了对木版年画的传承之
旅。通过寻访，她找到了几位还在做木版
年画的手工艺人。据徐秀贞介绍，在以
前，聊城的木版年画刻版、印刷、销售三个
环节是分开的，如果想要刻版，就要拿着
图纸去，在一旁等待刻版师傅完成后，才

能取版。木版年画手工艺人开工一般是
在11月份，天气非常寒冷，在一旁等待的
徐秀贞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
能自己学习刻版、印刷呢？于是，徐秀贞
就开始跟着老艺人们一起动手，时间一
长，熟能生巧，她自己也就会做了。也正
是从这时起，徐秀贞的人生和东昌府木版
年画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我做木版年画已近20年了，心里一
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它传承下去，我
愿意做这个传承人。”徐秀贞手上的功夫
经过岁月的磨洗早已炉火纯青，她不想看
着传统技艺失传。

在政策扶持下，徐秀贞在古城区成立

了东昌府木版年画博物馆。“成立博物馆
是为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传承，同时也是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咱们国家的非遗文
化。”谈到东昌府木版年画博物馆时，徐秀
贞满脸自豪。

博物馆成立后，徐秀贞还为社会上对

木版年画感兴趣的人提供平台，让他们免
费学习木版年画，并且所需的一切材料、工
具等均由博物馆提供。这一举措成效明显，
西安美术学院、聊城大学、东昌学院等高校
大学生及社会人士纷纷前来学习、观摩，并
由此了解并爱上木版年画。

守护百年传承

让传统年画焕发新活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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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阿，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82岁的沈景敏才从东阿县新城
街道立信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下班”，步履蹒跚地踏上回家的路。从
这里到家，4公里的路程，沈景敏每天要走两个来回。

沈景敏是东阿县的一名老年志愿者，退休20多年来，他依然坚守工
作岗位，为人民服务，社区里的大事小情，他总能“沾上边”。

3月25日，笔者在东阿县新城街道立信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见到沈
景敏时，他正弯腰打扫门前的卫生，动作轻松娴熟。

初见老人，他脸上挂着笑容，精神矍铄，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共
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

徐秀贞：七旬老党员守护年画百年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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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老 学到老

在沈景敏的工作室里，一张桌子，一
把椅子，一台电脑，简简单单，却异常整
洁。在问及他的日常工作时，沈景敏用最
简短的几个字概括：看看书、写写字、说说
话、扫扫地。

“志愿者就是啥事儿都干，啥事儿都
管。”沈景敏指着胸前的老年志愿者工作
证笑着说。

除了社区老年志愿者，沈景敏还有个
身份：拥有20年学龄的老年大学学生。

2002年，沈景敏在东阿县铜城街道办
事处（原铜城镇政府）退休，当得知县里办
了老年大学，他二话没说，便报名参加。
从那时起，他开始跟随老师学习法律、文
学等学科知识，20多年来从未间断。

“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增加新知
识，树立新观念，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
伐，做个永不毕业的老学员。”沈景敏说。

在沈景敏的工作室里，有一台电脑，
这是他的好帮手。“现在年轻人都用电脑，

我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沈景敏说道，“我
不会用键盘打字，就在触屏上手写，这样
就省事多了。”多年来，沈景敏参与了《东
阿年鉴》《东阿人物》《村名故事》等东阿县
多个地方史志的编写工作，还独自完成了

《少年古镇话铜城》《新城街道志》《东阿县
抗日根据地志》等多部作品。

社区工作的热心人

每天早晨8点，沈景敏准时出门，步行
“上班”。

“走路锻炼身体，没觉得累，现在，我
耳不聋、眼不花，身体好得很。”沈景敏说
道。

到了单位，沈景敏第一件事就是拿上
扫帚和簸箕，打扫小区的边边角角。一边
打扫，一边哼着他自创的顺口溜：“快乐的
环保员，使命记心间，抬腿快步走，两眼仔
细看，伸手抓得准，腰背灵活转，起早又贪
黑，再忙也情愿。垃圾清干净，思想换新
颜，简单平常事，贵在坚持干，开心又健

康，美丽好家园。”每当哼起顺口溜，沈景
敏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告诉记者，有时候在小区里，居民
都很不理解，经常有人问他：“大爷，您这
么大年纪还干这些活，不累吗？在家好好
歇歇不行吗？”每当这时，沈景敏就笑着回
答：“一点都不累，为你们服务，我心里很
开心。”

“小区都有保洁员，但有些地方扫不
干净，我看见了就打扫打扫，反正也是闲
着，小区环境好了，大伙儿心里也舒服。”
沈景敏说道。对于他来说，每天听到社区
里的孩子“老爷爷好”的问候，他心里都甜
滋滋的。

群众矛盾的调解员

“大爷，您快去看看吧，那边又吵起来
了。”一天中午，沈景敏回家路过王海村农
贸市场时，被一个摊主喊住了。

沈景敏停下脚步，赶忙往回走。眼
前，一个卖白菜的摊位前，聚集了一群

人。沈景敏拨开人群一看，原来是卖白菜
的摊主正在和一名顾客争吵。

“你都把白菜扒成这样了，又不买了，
让我怎么卖？”“我就是不买了，你也不能
强买强卖啊！”……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沈
景敏赶忙上前阻止。

“嗨，我当是多大的事呢？吵成这样，
你看，我正好也要买一棵白菜，这样吧，卖
给我，他给你1块钱，我花2块买，你看行
吗？”沈景敏笑呵呵地将2元钱递给摊主，
拽着顾客就走了。

“你看，2块钱能解决的事，就不用去
争论对错了。这样谁也不吃亏，我也买了
菜，一举两得。”沈景敏笑着说。

如今，社区里邻里之间，家庭成员之
间有了矛盾，只要沈景敏出面调解，矛盾
立马解决。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不忘初
心和使命，活到老，奋斗到老。我坚持对
自己每日三问：‘一问：我是谁？二问：为
了谁？三问：啥作为？’这份工作，只要我
还能动，就要继续做下去。”沈景敏说。

东阿县铜城街道老年志愿者沈景敏老有所为

他坚持对自己“每日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