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虫子啃蚀树木后会在表层形成蜿蜒
曲折、奇绝妙趣的花纹，以此为素材进
行的艺术创作，称为虫蚀艺术。目前，
全国范围内从事这项艺术的人凤毛麟
角，今年 49岁的武邑人陈永顺便是其中
一位。10多年间，他在一株株枯木病株
中发掘着自然之美，探寻着人生之道，
并致力于让这项“冷门”非遗“热”起
来。

“太奇特了！”“真是罕见！”凡是第
一次走进陈永顺“虫御堂”的人，无不
啧啧称奇、大开眼界。粗细长短不一的
枯木桩上，盘旋曲折的虫蚀痕迹，虽不
可读却可赏，耐人寻味。馆中陈列的数
百件虫蚀作品中，有一些因造型奇特的
树瘿瘤夺人眼球。这些瘤状组织似一朵
朵“奇葩”从枯木上绽放而出。

说起心爱的“奇珍异宝”，陈永顺眼
中闪烁着光芒，他说：“虫蚀的痕迹本就

无任何规律可言，所以每件虫蚀作品都
具有不可复制的唯一性。虫蚀艺术就是
要顺着虫蚀的自然形态、自然结构、自
然色泽和自然纹理进行创作。完全采用
只打磨不雕琢的自然方式，除露天放置
件要做保护性处理，其他作品连透明的
清漆都不上。”

虫蚀艺术已被列入衡水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陈永顺也成为这项“冷
门”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陈永顺是武
邑县一名基层行政人员，年轻时在部队
服役期间曾学习过根雕技艺。他与虫蚀
艺术的缘分要从多年前的一次下乡经历
说起。当时，他和同事们到武邑县大紫
塔乡整治农村环境。在一片杂草丛生的
枯木林中，众人搬抬着一棵被砍伐的枯
树，磕磕碰碰中，枯树的树皮掉落了一
块，露出奇特的虫蚀纹路，瞬间吸引了
陈永顺的目光。从此，他对虫蚀艺术的

痴迷研究一发不可收拾。
陈永顺专门找了一处闲置院落，营

造出杂草丛生的环境，且不定时为枯木
喷灌，只为研究观察虫蚀的全动态过
程。通过长期细致观察，陈永顺发现，
在春秋季节且适宜的潮湿环境下，天牛
的幼虫咬蚀木头后会形成美丽的“虫
文”。为了搜集更多枯木病株，他走村串
乡、钻林入坑，专走不寻常路。有一
次，听说村里有一个苹果园正在伐树，
他立即前往，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 10
余亩林子里，找到150棵有“虫文”或树
瘿瘤的苹果树桩。

十余年来，陈永顺收藏的枯木病株皆
来自武邑当地，主要包括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的枣木、榆木、槐木、梧桐木、苹果树
等。他清晰地记得每株枯木来自哪个乡，
甚至于哪村哪户以及所发生的每个故事，

“我想让虫蚀艺术成为家乡的一张文化名

片。”陈永顺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虫文”不但古美华丽，其背后还蕴

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好奇心和求知
欲的驱使下，陈永顺踏上了对虫蚀文化
追根溯源的道路。通过查阅古籍、网罗
各种素材，他欣喜地发现，原来“虫
文”是中国文字的另类缘起。“虫文”也
叫“鸟虫书、鸟虫篆”，古文字学界公认
其产生于春秋末期。在秦代，“鸟虫书”
被统称为“虫书”，是秦书八体之一。此
外，“如虫蚀木、自成文理”还是宋人表
达自然审美观的术语。虫蚀工艺品如虫
蚀文房用具可追溯到明清时期。最令陈
永顺兴奋的是，武邑的历史名人窦太后
与“虫书”也有历史渊源。这更加坚定
了他想要把虫蚀艺术打造成家乡文化名
片的信心。

虫蚀艺术悠久源长，放眼全国，究
竟有多少人是研究虫蚀艺术的同行者？
为了让前行路不再孤单，陈永顺始终在
寻求和“高手”对话，利用业余时间拜
访文化界前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去
年，他拜访了中国农业大学 87岁退休教
授张文绪，这位老先生把“虫书”与传
统书法结合在一起，还出版发行了《虫
书艺术》一书；陈永顺还拜师于中国鸟
虫篆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书画家王悦强
教授，潜心钻研虫蚀文化；中国鸟虫篆
艺术研究院王祥云院长为陈永顺题字

“冷门绝学”。在继承和发扬虫蚀艺术的
道路上，陈永顺从未停止过求索的脚步。

在陈永顺心里，虫蚀艺术不单单是
自然美，更能从中悟出人生哲理。从一
只幼虫啃食木头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乐
观豁达、坚定执着的人生精神。在树瘿
瘤自我疗伤、自我保护的美丽蜕变中，
他读出了磨难造就伟大的人生哲理。目
前，他的 400余件作品，形成了根眼三
星、朽木立骨、虫蚀春秋三个系列，皆
是结合不同人生际遇时的思考与感悟创
作而成。

展望未来，陈永顺深感任重道远。
他说，艺术最终要为人民服务，让古文
化活起来，是他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
命。目前，他正积极研发多种系列的虫
蚀文创产品，争取让虫蚀文化走入千家
万户，让这项“冷门”非遗“热”起来。

痴迷虫蚀艺术 让枯木焕发光彩
——记武邑虫蚀艺术非遗传承人陈永顺

本报记者 金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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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滑冰好不好玩？”“好玩！”
48个小学生快乐地齐声回答，笑声响彻整
个冰上运动中心。这些七八岁的孩子穿戴
整齐，头盔、护腕、护膝、冰刀鞋等专业
设备一样不少，俨然一副“滑冰小能手”
的样子。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脚步的临近，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冰雪运动进校园”活
动更加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在福山区
河滨路小学二年级就读的柳钦瑞，是学校
冰球队的“领军人物”。虽然只练了一年，
但他的技术和动作是队里最出色的。

“打冰球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在校队
和小伙伴们一起运动也让我学会了团队合
作。”柳钦瑞说，一年前参加“冰雪运动进校
园”体验活动让他与冰球结缘，“第一次打
就喜欢上了”。

柳钦瑞的爸爸柳洋说，迷上冰球之后，
儿子每周至少要来运动中心训练4次。原

本一休息就要求玩手机的孩子再也不吵着
要“吃鸡”了，身体也变得精壮健康。作为
家长，运动带给孩子的改变让他感到欣喜。

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当地已经有 7千
余名小学生在家门口体验到了冰上运动的
乐趣。

“教练，我下午还能继续来练吗？”上午
的体验日活动马上要结束，好多孩子依旧
恋恋不舍，不想离开冰场。这是冰上运动
中心的教练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头疼事”。

“就像大家都喜欢打雪仗，孩子们穿上冰刀
上了冰场，就连摔跤都感到很兴奋。”河滨

路小学总务主任吴雪宁说，孩子们对冰雪
运动有天然的亲近和喜爱。

烟台市福山区教育和体育局体育管理
科科长林文涛说，近年来福山区将冰雪运
动作为小学体育课的必修内容，面向小学
生进行冰雪实践或有关知识教学。同时，
福山区制定了全区学校冰球联赛方案，每
年推动各学校优秀运动员组建学校冰球
队，举办冰球联赛，以赛代练，增强学生冰
上运动技能。

“冰雪竞技体育有其独特魅力，有时一
场冰球比赛下来，家长们在场边激动得热

泪盈眶，孩子和家长都沉浸其中。体育运
动带来的笑与泪、汗水与锻炼是孩子们成
长过程中的宝贵经历。”烟台市冰上运动协
会会长栾筠杰说。

过 去 几 年 ，《冰 雪 运 动 发 展 规 划
（2016-2025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年）》《关于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
动的意见》等陆续出台，力求普及群众性冰
雪运动，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

“2019年至今，学校已经组织了 20个
教学班1000余名学生进行冰雪项目体验，
组建了由 12名学生组成的冰球校队。孩
子们参加了许多赛事，取得了优异成绩。”
河滨路小学校长张元国说，随着2022年北
京冬奥会的临近，孩子们参加冰雪运动的
热情更加高涨，相信在冬奥会举行后，这座
海滨城市会有更多的孩子和家长参与到冰
雪运动中来。

海滨少年们的冰上运动梦
新华社记者 张昕怡 张武岳

“犯罪团伙使用特殊手
段，拦截老年手机验证码，用
于注册各种直播平台、视频
App 账号牟利。”在山东省济
南市公安局网安支队，黄镇国
正和同事研判一起非法获取计
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犯罪
嫌疑人搭建手机验证码交易平
台，非法获利近百万元。”黄
镇国说。

黄镇国是济南市公安局网
安支队支队长，也是从业 10
多年的网络安全专家。

“很多人不熟悉网络警
察，其实我们与社会稳定、人
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黄镇
国说，网安支队管辖的案件有
12 种，重点打击损害群众切
身利益的侵犯公民信息、网络
黑客攻击等违法犯罪。

“在打击违法犯罪上，网
络警察不同于其他警种，不仅
需要和违法犯罪分子拼体力，
更需要在网上‘拼智商’‘拼
技术’。”黄镇国说。

2020 年，济南网警在巡
查中发现线索，有人公开售卖
公民信息。犯罪嫌疑人具有极
高的网络反侦查能力，并且熟
悉网络犯罪手法和黑灰产业交
易流程。黄镇国带领团队突
破技术难点，经缜密侦查、
循线追踪，锁定犯罪嫌疑人
真实身份，并成功将其抓捕

归案。此案也是济南网警破
获的山东打击“暗网犯罪”
第一案。

在日常安全检查中，济南
网警发现一些互联网企业存在
网络安全隐患。“有的企业的
重要账号和密码，都采取简单
的数字组合，很容易被黑客攻
击，造成系统瘫痪。”黄镇国
说，但对这些中小企业来说，
成本高昂的安全防护又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

为此，济南网警建设“全
维感知、云端防御、主机防
护、数据安全、溯源打击”五
位一体的网络“城市盾”综合
防控体系。目前，全市 46 家
高校、800余家党政机关和事
业单位以及 7000 余家企业的
34700余个网站和信息系统接
入“城市盾”综合防控体系。
两年时间来，累计拦截网络攻
击2.35亿次，网络攻击案事件
同比下降91%。

“靠前一步、主动作为，
我们需要一直走在网络技术发
展的前沿，保护网络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维护风清气正的网
络环境。”黄镇国说。2021年
6月，济南市公安局网络警察
支队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称号，2021 年 7
月，黄镇国被授予全国公安系
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守护网络安全的幕后卫士
新华社记者 杨文

1991年出生的陆彬(右一)，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电子所
载人航天工程话音设备的主管设计师。

他负责研制的中国空间站话音处理器，实现了空间站舱内、
舱间、天地、出舱以及和神舟飞船间音频通话，天地间实时通话
的时延在1秒以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陆彬的座右铭。
他和团队小伙伴们下一步目标，是希望实现中国空间站的话音设
备智能化。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日前，在七台河市桃山区，刘欣（左）在警务室里和社
区居民交流。

从小就梦想当警察的刘欣，在2010年大学毕业后考入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局戍企分局桃南派出所，如愿以偿成
为一名社区民警。

梦想刚刚照进现实，生活却给她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2011年，刘欣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原本性格开朗
的她一度陷入迷茫，甚至一度想过离开这个世界。但家中的
父母和身上的警服，让她坚持了下来。

长期服用药物给刘欣的身体带来不少副作用，她的发型
也越留越短。很多人经常错把短发的她当成男警察，还有接
受过她帮助的小朋友称呼她为“刘叔叔”，但她并不在意。
在她眼里，穿上这身警服，能够帮助百姓排忧解难就是最大
的快乐。2021年4月，刘欣签署了遗体捐献志愿书，希望帮
助到更多的人。

2021年12月，以刘欣名字命名的社区警务室在七台河
市桃山区正式开始运转。从警11年来，刘欣荣立个人三等
功两次，获评2020年黑龙江省“最美基层民警”。刘欣说，
她爱警察这个职业，希望能在岗位上一直坚守下去。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短发女警“刘叔叔”

日前，中国铁路太原局集
团有限公司大同工务段的桥隧
工赵辰妍 （左） 和工长张海利
测量京包铁路一座铁路桥的步
行板。

出生于 2000 年的赵辰妍是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
大同工务段的一名桥隧工，几
天后，她将迎来入职后的第一
个春运。

检查道钉是否齐全、螺栓
和扣件是否松动、钢轨有无裂
纹……赵辰妍和工友们每天要
在铁路桥上巡检 8 个多小时，
行走近10公里，以确保运输安
全。

“站在几十米高的桥墩上，
腿会不自觉地抖，我还需要锻
炼。”正跟着工长努力学习的赵
辰妍希望能够更快进步，为保
障春运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00后”守桥人
巡 桥 迎 春 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