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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老奶奶的眼神，全是期
待的目光。废墟下面是她的家
人、邻居，这让所有的队员更加坚
定信念要帮她找到家人。”2 月 15
日晚，身在土耳其救灾现场的醴
陵蓝天救援队长王常平给记者发
来一段文字，内容让人动容。

在搜救现场，王常平发现人群
中有一名土耳其老奶奶在默默流
泪、轻轻念叨。原来，这位老奶奶是
在寻找废墟下的家人和邻居，祈祷奇迹发生。

看到救援队，老奶奶眼含泪水，指了指
王常平队服上的中国国旗标识。王常平用
并不流利的英语告诉老奶奶：“我们来自中
国。”老奶奶听后立即竖起大拇指，另一只
手拉住了王常平的手。“虽然救援的黄金期
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仍然不抛弃、不放弃，

正争分夺秒进行搜救。”王常平说。
“我们跨越千里来到这里，就是想多救

几个人。我们队服上有鲜艳的国旗，我们走
到哪里，就要把中国勇气和中国担当带到哪
里。”2月16日，王常平通过微信给记者传来
队友在当地执行任务的照片。照片中，“闪
电蓝”队服上的那抹中国红，格外夺目。

“今天是星期几？”——当地时间2月15
日，在土耳其安塔基亚市一处公寓废墟，一
名女子被救援人员救出后说的第一句话。
此时，距 6 日地震发生已经过去 228 个小
时。

理论上的最佳救援时限早已过去，而
“生命奇迹”还在继续。此前，多人被困超
200小时获救。

2 月 15 日，在被困 227 小时后，74 岁的
Cemile Kekec被救出。同一天，在被困222
小时后，42岁的Melike Imamoglu获救。

2 月 14 日，在被困 212 小时后，77 岁的
Fatma Gungor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废
墟下救出。同一天，一对夫妇 Faez Gha-
nam 和 Seher Ghanam 被困 209 小时后被
救出，一名 35 岁妇女被困 205 小时后被救
出，一名叫Emine老师被困201小时后被救
出……

截至当地时间2月15日，土叙大地震造
成的死亡人数超过4.1万人。目前，土耳其
和叙利亚的地震救援工作已开始转向灾民
安置、医疗救助等。 （据澎湃新闻）

多人被埋超200小时获救
“生命奇迹”还在继续

▲蓝天救援队队员和当地居民一起携手开展救援。
受访者供图

2月16日，有网友发布图片信息，显示各地
飞往石家庄的多个航班，正在备降或已备降到
其他地方。

16日下午2时许，记者就此致电石家庄正
定国际机场，接线员表示，中午 11 点至 1 点左
右，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空域被占用，该时间段
到达的航班均未落地，备降于其他机场，目前已
经恢复正常。

正定国际机场该接线员称，备降于其他机
场的航班在恢复正常后会陆续飞回石家庄正定
国际机场，若因备降产生延误，旅客要求理赔，
需咨询现场工作人员。

对此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值班工作人员表
示，其接到反馈信息说是“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
物，最后侦查出来是一个气球，现在已经恢复正
常了。”对该气球的具体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并不
了解。

此外，不少网友反映兰州机场也有类似的
大批量备降情况。对此，兰州机场工作人员表
示，因为机场这边是大雾天气，没有办法正常地
去起降，所以有些到达航班在银川、西安等地备
降。目前天气情况转好，航班起降正在陆续恢
复正常。

（据红星新闻）

2名中国留学生
在美中枪受伤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2月15日向媒体确
认，2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13
日晚发生的枪击事件中受伤。伤者在医院接
受手术治疗后已脱离生命危险，医院正在评
估下一步治疗方案。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敦促美有关方面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在美正常旅居工作生
活的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总领馆提醒领区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
广大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治安状况，提高
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安全防范与自我防护，确
保自身安全。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13日晚发生枪击事
件，致 3 人死亡、5 人受伤。43 岁枪击嫌疑人
已自杀身亡。

（本报综合）

“黑鹰”坠落
无人生还

美国一架军用直升机2月15日在亚拉巴
马州坠毁，机上2人全部丧生。

据亚拉巴马州执法部门通报，坠机地点
位于该州北部麦迪逊县一条高速公路旁，在
亚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交界附近。

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坠
毁的是一架“黑鹰”直升机，隶属田纳西州国
民警卫队。事发时该机正在进行例行训练，
机上有2人，无一生还。

麦迪逊县警方已关闭坠机地点附近公
路。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坠机地点黑烟
滚滚，现场聚集了大量应急车辆和人员。目
击者说，机体严重损毁，从残骸上甚至辨识不
出是直升机。 （本报综合）

巴菲特减持
近九成台积电股票

美国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旗下伯克
希尔－哈撒韦公司日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该
公司 2022 年第四季度减持近九成芯片制造
商台积电股票。

根据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月14日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去年第四
季度，该公司将持有的台积电股份从第三季
度的约6000万股削减至约830万股，减仓幅
度高达86％。报告并未披露大幅减持原因。

受此消息影响，纽约股市台积电股价 15
日下跌超过5％，跌至每股92.76美元。

报告还披露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去
年第四季度投资组合的其他变化。目前，该
公司最大重仓股仍是苹果公司。

（本报综合）

石家庄多航班备降
最新回应：发现一个气球

王常平与队友们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

跨越千里来这里 就想多救几个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16日召开
会议，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3 年多来，我国抗疫防疫历程极
不平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同心抗疫，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强大的战
略定力，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措施，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功避免了致
病力较强、致死率较高的病毒株的广泛流行，有

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了宝贵时间。2022 年
11月以来，我们围绕“保健康、防重症”，不断优
化调整防控措施，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平
稳转段，2亿多人得到诊治，近80万重症患者得
到有效救治，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
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
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重大判断、对防
控工作的重大决策、对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是

完全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群众是认可的，成
效是巨大的。

会议强调，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
好，平稳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但全
球疫情仍在流行，病毒还在不断变异。各地区
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总结3
年多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经验做法，完善
相关机制和举措，抓实抓细新阶段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建强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坚决巩固住来
之不易的重大成果。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我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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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时开始不爱记录生活了？

毕业之后，多少会参加几次同学聚会。就在
大家觥筹交错、举杯畅饮时，我突然问了一个比
较冷场的问题，我说：“你们现在还玩微博吗？”

大家明显愣了一下，仿佛微博这个东西从来
就未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大概沉默了两三秒，
有人突然想起似的：“哦哦哦，那玩意早就没玩
了，现在谁还玩微博啊？我们天天刷抖音呢。”其
他人哈哈笑着附和，然后大家继续喝酒、吹牛。

微博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好多人来说，久远
得仿佛已经成为上一个时代的产物。

有天晚上，我喝了点酒睡不着，大半夜我
开始搜索以前朋友们的微博，看看他们有没有
更新过。此时我才发现，几乎所有人的微博都
停留在了 2013 至 2014 年，偶尔有人在 2016、
2017年点赞了一些微博，但后来，那些微博也
再也没更新过了。

我有些不甘心，又去刷了刷以前在微博上
认识互粉的朋友们的微博，也几乎都没更新
了。剩下仅有的那些还在更新的朋友，也大多
都是半年转发一次锦鲤求好运。

微博和朋友圈对我来说，就是了解朋友近
况的唯一途径。翻了翻以前大家写的微博，没
有过多的摆拍，吃个必胜客也会开心地晒照，做
了一桌看起来并不美丽的饭菜也会分享出来，
底下评论嘻嘻哈哈地打趣着，也没人恼怒。偶
尔去国外旅游，下面还有评论说：帮我代购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都不爱
记录了。不止是微博，感觉这两年，我身边朋
友们的朋友圈更新频率也低了很多。

我想改变一下，尝试写点什么，白天刚好
去路边的草莓园摘了一些草莓，想发出来。但
在发送的一瞬间，我也停止了。我们都一样，
都失去了记录生活的分享欲。

（@君君的旅行日记）

剧情简介：
本片讲述了三个被人无视和欺负的少年，

阴差阳错走上令人捧腹的舞狮之路，经过师傅
咸鱼强的培训，一路跌跌撞撞，最终凭借满腔
热血和冲劲，成为自己心中“雄狮”的故事。

少年阿娟（大昕配音）的父母在大城市打
工养家，他留守在故乡，因为孱弱的体格和怯
懦的性格常常遭到旁人的欺负。一次偶然中，
阿娟邂逅了和自己同名的舞狮少女（秋木配
音），少女飒爽的英姿和如雷贯耳的话语激起
了阿娟对舞狮这项传统活动的兴趣，他打算参
加舞狮大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阿娟的
好友阿猫（大雄配音）和阿狗（郭浩配音）也加
入了这个计划之中。

可是，舞狮哪有这么容易学？为了拜师，
阿娟一行人找到了开鱼铺的咸鱼强（李盟配
音）。咸鱼强虽然现在活得窝囊，但曾经却是
舞狮比赛的冠军，三个少年蓬勃的朝气和真挚
的眼神打动了咸鱼强，重新唤醒了他对于舞狮
的热爱。雄狮小队，一路克服各种各样的困
难，最终打破偏见、创造了奇迹。

电影制作精良，故事励志感人，因为讲述的
是小人物的故事，所以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影片延续了优秀国产动漫的国风路线，把国粹中
的舞狮融入到少年追梦的故事里，很有创新。

微
言

片名：《雄狮少
年》

导演:孙海鹏
编剧:里则林
主演:大昕、大

雄、郭皓等
类型:剧情、喜

剧、动画
上 映 日 期:

2021年12月

如果说李建成是“秘方担当”，那么曾国
良就是“策划担当”。

“我年纪最大，体力上只能负责舞龙身
了。”59 岁的曾国良是舞龙三人组中最年长
的，但他依旧出人又出力。

2006 年，炎陵“三人龙”入选第一批湖南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十都镇作为“龙
灯艺术之乡”，尤以晓东村“三人龙”民俗气氛
最浓厚。每到元宵佳节，作为晓东村的村支
书，曾国良都会策划“三人龙”表演并出招募
信息，村里人则踊跃报名。

今年元宵佳节之夜，在曾国良的组织和策
划之下，村里有 80 多人报名参与，4 条“火星
龙”走家串户，家家户户用放鞭炮来迎接“火星

龙”，表达祈求国泰民安、平安顺遂之意……
“这是一项非遗文化项目，需要传承才能历

久弥新，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传承。”曾国良说。
助力传承事业的还有兰玉新和罗光藻。
58岁的兰玉新，年龄虽长，但却是三人中

的“体力担当”。“我出生武术世家，常年习武
所以体力会比较好，因此一般都是我负责舞
龙头。”兰玉新说。

年逾7旬的罗光藻老人是退休后才加入
“火星龙”队伍的，虽然不亲自上阵舞龙，但却
是“道具制作担当”。除了火球，每次舞龙道
具都是罗光藻老人手把手做的。

“这是炎帝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我们都
在尽微薄之力，好好传承。”他说。

民俗圈达人之株洲舞龙“守艺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蓉

火树枝柯密，烛
龙鳞甲张。又是一年
元宵夜，地处湘赣边
界的炎陵县十都镇仿
佛化身花灯的海洋，
这里既有引人注目的
龙灯狮灯闹春，也有
客 家 畲 族 轻 歌 曼 舞
……而由晓东村村民
李建成、曾国良、兰玉
新三人组成的“火星
龙”，成为男女老少们
最期待和欢迎的传统
节目。

这三个岁数加起
来170岁的“老男孩”，
从孩童时代至今，已
有40多年的“从业”经
验，每年重要节庆日
都要表演“三人龙”。

为 何 百“ 舞 ”不
厌 ？ 在 他 们 看 来 ，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
征，他们都因自己是

“龙的传人”而骄傲，
更因自己助力这门非
文化遗产传承事业而
自豪。

▲“火星龙”舞动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炎陵县地处湖南湘东南边陲，是中华民
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之地。相传，农历
六月，稻花飘香，丰收在即，也是虫灾为患的
时节。为了驱虫禳灾，炎帝教人用稻草、艾叶
扎成火把，夜间行走田边地头，飞虫逐火即
失，农田连年丰收。这种早期的火把长队不
断游动，形如一条婉转的火龙再现，就是“三
人龙”的起源。

发展到现今，炎陵“三人龙”主要有白天
表演的“三人布龙”和夜间表演的“三人火星
龙”等形式，“70后”的李建成是三人中最年轻
的，也是“火星龙”第四代传人。

土生土长的李建成，从小听祖辈讲述“三
人龙”的传说，15岁就正式参加“三人龙”的表
演，从不缺席。

相比“三人布衣龙”，“火星龙”的制作和
表演难度更高。李建成表示，“火星龙”舞动
起来尽管火星四溅，但溅到舞龙人的身上却

“毫发无伤”，让人称奇的“火料”制作现在只
有“火星龙”传人李建成知道。

这种火料也称火球，虽然只有鸡蛋大小，
但却内藏乾坤。火球由夹生饭、芋头、木炭粉
等10多种材料混合而成，再揉搓成团，小火烤

干后便可用。“平日就要收集好材料，在表演
之前的半个月就开始制作，各种材料所占比重
都非常讲究，烤干工艺也很繁琐，烘烤温度不
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不然表演的时候火球的
燃烧时间就会很短，容易成块掉落，溅到人身
上就会伤到人，呈现出来的颜色也会很单一。”

“出师”之路有点“小插曲”。2012年清明
节的时候，镇上要进行“火星龙”表演，但制作
火球的师傅却远在广东务工，第一次独立制
作的李建成有点慌，哪怕每一种用料比重都
精准测量，甚至打电话详细请教师傅，但做出
来的火球就是不过关。“最后，师傅特地从广
东赶回村里，手把手教我，才做出了达标的火
球。”李建成说，“从师傅的身上，我看到了‘守
艺人’执着和认真。”

从那以后，李建成没事就在家琢磨、练
习，成了远近闻名的“李师傅”。

如今，年逾五十的李师傅也到了物色传
承人的时候，但他并不愁。“虽然有些传统民
俗手艺会遭遇传承的尴尬，但我们这个不发
愁，这些年已经有很多人来找我拜师了，但我
需要认真挑选和考察，毕竟这是祖辈留下的
文化，要认真对待。”李建成说。

舞龙，并不“曲高和寡”

▲罗光藻老人制作舞龙道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