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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王露 文 / 图

面塑源自于祭祀和饮食文化，它以糯米粉和面粉
为主料，蜂蜜和甘油为辅料，调成不同颜色，与现代科
技相结合，经过防腐和防裂处理，可以长期保存收藏。
近日，记者在鹿邑县唐集乡见到了鹿邑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孙伟宸，了解他制作面塑的故事。

孙伟宸从事面塑已有 20 多年。 记者在他的面塑
手工作坊看到，他捏制的面塑作品题材丰富，有古典
人物类、植物昆虫类、卡通玩具类等，形态逼真、生动
有趣。

“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面塑作品，虽然精致美观
却不易保存。 ”孙伟宸说，为此，他结合现代科学技术，
经过不懈探索，如今制作的面塑作品在精致美观基础
上，又克服了易开裂和霉变的缺点，从而更易于保存。

有付出就有收获。 近年来，孙伟宸制作的面塑作

品 《轻触娇容》 荣获第十三届中国艺术博览会银奖、
《五娃戏弥勒》 荣获首届中国中部六省文化产业博览
会金奖。

为了把面塑工艺传承好，孙伟宸将技艺传授给愿
意学习的年轻人。 同时，他还招收周边村庄家庭妇女
加入其团队，不仅增加了她们的收入，而且还能更好
地将面塑工艺传承下去。

孙伟宸说，受益于电商网络的崛起，如今他在网
上销售的面塑作品数量直线攀升。

采访结束时 ， 记者问孙伟宸新的一年有何打
算 。 他笑着说 ：“多创作样式新颖的面塑作品 ，让
面塑工艺发扬光大的同时 ， 带动更多家乡群众致
富……”②22

□记者 任富强 臧秋花 通讯员 赵辉

本报讯 “同学们，过马路时需要做到哪三步？ ”
“这个交通标志是什么意思？ ”2 月 28 日上午，在周口
市盛和小学，周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铁骑大队民辅警
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了交通安全知识，
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了文明交通出行的重要性。

为增强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减
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连日来，周口交警走进辖区各中
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开学第一课”宣讲活动，为同学
们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课。

课堂上，周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铁骑大队民辅警
通过互动问答、现场示范等方式，给同学们普及了横

穿马路、闯红灯、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头盔等交通行为
的危害性，并提醒同学们要遵守交通规则。

周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铁骑大队民辅警鼓励同

学们要主动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向父母和
身边亲友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通过 “小手拉大手”行
动， 影响带动身边人共同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
创安全文明道路交通环境。

“今天通过交警叔叔的讲解，我掌握了很多交通
安全知识。 以后我会从自身做起，做一名文明守法的
小学生。 ”周口市盛和小学学生马瑞慈说。 ②22

□记者 何晴 文 / 图

“走 ，奶奶领你到滨河公园看磨盘山（普济门）
去。 ”2 月 28 日，今年 65 岁、家住荷花街的市民于阿
姨带着 6 岁的孙女来到沙颍河南岸周口南寨历史文
化街区滨水区域游玩。 “现在经过改造，慢慢把周口
码头文化找回来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于阿姨
说。据了解，目前该区域复建了小渡口、大渡口、磨盘
山（普济门）等 6 个码头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来此
打卡游玩。

走进磨盘山（普济门），由 400 多块磨盘铺设而
成的台阶错落有致，与老排桩、石墙浑然一体，韵味
十足。“看着周口的变化心里真自豪。”沿台阶漫步的
记者被一句中气十足的话语吸引了注意， 攀谈后得
知， 这名老者今日特地从沈丘县赶来参观复建的码
头景观。他激动地向记者讲解起了磨盘山的由来：原
来的周家口堤岸年久失修，水患连连，据说清朝水师
一名姓赵的提督奉命加固河堤，他用青砖铺砌河堤，
用石磨盘铺成坚固的台阶，从远处望去，本来就高出
地面的码头，就像一座磨盘堆起的小山，所以就形象
地称之为磨盘山。 “复建码头景观，不仅是我们一代
老周口人的心愿，更是周口建设‘道德名城 魅力周

口’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 ”老者说。
27 岁的市民王女士是通过网络平台知晓的

这一文化新地标 。 趁着空闲 ，王女士来到这里 。 她
说：“以前不太了解周口的历史文化， 码头景观的复
建让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周口的漕运文化有了更加直

观的感受，相信不久的将来，‘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
云集似汉皋’壮阔场景定会再次上演。 ”

今年 70 岁的市民李先生正为同行友人拍摄照
片。 “我的母校是文化小学，就在这附近，没人比我
更了解这儿了。 ”李先生自信满满地说。 除了磨盘
山，复建的“普济门”也大有来历。 当时为了防御匪
患，河岸上都修筑了寨墙，为方便人们出行，码头上
又筑起一座寨门，因为这个码头正对着新街北口的
普济寺，所以寨门上写了“普济门”3 个大字。新街北
口的普济寺院内有一口大钟 ，高约 3 米 ，钟口直径
约 1.5 米 ，寺中僧人每天早 、中 、晚敲钟 3 次 ，每次
108 响，钟声清越，三寨可闻。据李先生回忆，小学的
一次课外活动中 ，他和老师 、同学还意外发现了普
济寺中遗留的几口密闭大缸，缸内还存放着以前僧
人圆寂的白骨，这件事也充实了后人对普济寺僧人
敲钟场景的想象。

在记者采访结束准备回程时， 看到不时有三三
两两的市民聚在一起，对着磨盘山（普济门）回忆着
过去。 顺着他们的视线， 抬眼看向复建后的磨盘山
（普济门），只觉普济门上的磨盘象征着历史、代表着
过去， 穿过这座门， 一座迅速发展的新城正在发新
芽、长新枝、开新篇、展新朝……②22

周口这个“磨盘山”火了
孙伟宸：巧手制作面塑 指尖传承非遗

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 上好平安“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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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孙伟宸在制作面塑。 图②、图③：孙伟宸制作的面塑作品。

磨盘山（普济门）码头景观吸引市民前来打卡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