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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清 记者 宋晓华 文/图

盐城晚报讯 日前，射阳县红十字会
金色华年志愿服务队在队长郑婕带领
下，来到射阳县海河镇，开展“喜迎二十
大 同心护未来”——关爱留守儿童助学
活动。

在本次研学活动中，郑婕与同行的
爱心人士一起，开展了留守儿童“一对
一”结对关护活动。她们积极为27名留
守儿童寻找了“代理妈妈”，努力使这些
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能够“心有人爱、身
有人护、学有人教、难有人帮”。她们与
结对儿童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在生活
上、学习上、心理上为“留守儿童”提供无
私的关爱与心理上的援助，使留守儿童

和他们外出务工的家长都真切体会到了
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全社会的温暖，同时
也让“留守儿童”的父母能够在遥远的异
乡工作得放心，生活得安心。

射阳县红十字会多年来十分重视
“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救助工作。作为县
红十字会金色华年志愿服务队的队长，
郑婕和她的队员们秉持着“怀一颗感恩
的心，做一个温暖的人”的火热公益情
怀，持续奔走在射阳城乡的千家万户之
间，给需要关爱和救助的孩子们送去真
诚的关心与宝贵的支持，赢得了家长们
的充分肯定与全社会的广泛赞誉。

记者 张长虎

盐城晚报讯 今年6月14日
是第19个“世界献血者日”，为迎
接这个日子的到来，6月13日上
午，建湖县阳光义工之家联合爱
心儿童公益之家、爱建湖公益联
合会、助残协会等多家公益组
织，发动100多名志愿者走进爱
心献血屋，撸起袖子捐献热血，
用这种特有的方式来庆祝第十
九个世界献血者日的到来。

在建湖县城希望广场，100
多名志愿者齐聚在这里，参加当
天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全部披上
了“最美献血者”的大红绶带。
早上8时，盐城市中心血站建湖
采血点的爱心献血屋里已经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参加献血的志
愿者正在进行登记、验血，身体
各项指标达标的志愿者已经开
始进行血液采集。

来自建湖县阳光义工之家
的志愿者崔云、苏香夫妇已经连

续多年参加无偿献血，得知这次
无偿献血活动的消息后，夫妻俩
一起赶了过来，分别捐献了 300
毫升。志愿者金剑是建湖县爱
心儿童公益之家的负责人，他们
除了组织志愿者前来参加无偿
献血的活动外，自己也撸起袖子
捐献了300毫升。在活动现场，
一名身穿警服的志愿者正在进
行血液采集，他是建湖县公安局
的一名普通民警，同时也是建湖
县阳光义工之家的一名志愿者，
名叫曹辉。曹辉说，他今年刚参
加过体检，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还
正常，就赶过来参加无偿献血的
活动。

盐城市中心血站建湖采血
点主任孙静表示，定期无偿献
血，有利于促使我们更加注意自
己的健康，注重自己的生活习
惯，调整饮食结构，培养运动习
惯。 陈冬平 记者 宋晓华

盐城晚报讯“高山乌云即刻到，拉
纤好比过天桥，泥烂路滑难行走，汗水雨
水流成槽……”6月14日，响水非物质文
化遗产“船工号子”传承人、77岁的退休
工人江尧成正在家中排练节目，教附近
的村民唱“船工号子”，为下一场演出做
准备。刚刚过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江尧成携团队参加了县里的会演，
并获奖。多年来，江尧成自费近10万元，
购置道具、乐器、做船模型，组建“夕阳
红”创作团队，在节假日义务向村民表演
以“船工号子”为主打的文艺节目，让更
多的人了解响水非遗文化，也给这种传
统民间艺术赋予了新的活力。

江尧成原来在响水县航运公司工
作，一家四代驾船，他和船打了一辈子交
道，对船工的酸甜苦辣感受尤深。退休
以后，对船运仍然有着不解之缘。为了
挖掘和保护“船工号子”非物质文化遗
产，给后人留下美好的精神食粮，历时多
年，江尧成制作了船的模型，自费整理、
拍摄了《船工号子》。江尧成走访了连云
港市新浦航运公司、盐城市航运公司，但

“船工号子”基本上都失传了。于是，他
把响水县航运公司的老前辈们召集起
来，共同回忆各种“船工号子”的声调，进
行收集整理，拍成照片和影像，决心要把
前辈人行船的辛苦编成资料，制作成短
片留给后人，同时还积极向国家申报非
物质文化遗产。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 年 10 月，经
响水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批准灌河“船
工号子”为第二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项目。“船工号子”是中国民歌体裁
号子的一种，在行船中配合航运、船务等

劳动过程而传唱的。包括推船号、摇橹
号、撑篙号、拉纤号、测水号、绞关号、升
旗号、活船号、拜年号等。“船工号子”曲
调高亢，音域宽广，乐谱简练，旋律上口，
展示船工们不畏艰险战胜困难的信心和
乐观向上的精神。

“船工号子”是千百年来灌河船工艰
苦水上生涯的真实写照，其内容丰富、韵
律优美，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和欣赏价
值。灌河“船工号子”是以反映船工们苦
难生活和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为主题的
一种独特的民间音乐，没有固定的唱本和
唱词，也不需要专门从师，全凭先辈口授，
代代相传。大多是因时因地因人即兴而
起，脱口而出，比较通俗，但豪气冲天。

据江尧成介绍，灌河“船工号子”因
商船的产生而形成，伴随商船的发展而
发展，亦由木板商船的消失而濒危。具
体而言，明清时候，灌河流域商船初起，
是灌河“船工号子”的萌发阶段；清末木
制帆船盛行时期，是灌河“船工号子”的
中兴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
纪80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木制帆船改
换成机械动力船，灌河“船工号子”便由
盛转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电气化发
展突飞猛进，90%的船民改行，另谋生
路。老一辈的船工也因年高凋零，因此
古老的灌河“船工号子”濒临失传。

时下，已经退休多年的江尧成仍保
持着每逢节日就免费给村民们演出的传
统，为了让演出更精彩，有时他还自掏路
费请来民间艺人。他说，政府部门对保
护非遗项目十分重视，现在又有机会申
报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让这一
民间艺术得以世代流传。

七旬老人自费组建创作团队

传承“船工号子”等非遗文化

非遗传承人自费组织创作团队
响水“船工号子”即将搬上舞台

江尧成在自制船模型前回忆江尧成在自制船模型前回忆““船工号子船工号子””唱词唱词。。

6月13日，亭湖区文峰街道沿河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内餐饮
场所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排查燃气使用安全隐患，将安全工作
做实做细做到位。 赵亚东 摄

世界献血者日

百名志愿者撸袖献血

射阳县红十字志愿者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助学活动

6月14日，亭湖区小洋湾社区网格员组织业主、楼长对各个楼
栋的卫生开展巡查，清理卫生死角，规范私拉乱接，清除楼道顽疾，
检查消防器材。同时，入户宣传创文知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高群众创文方面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度。 记者 程兰霞 摄

■ 图说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