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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柏雪 摄影报道）“新时代，新风尚，新
起点，哧咚咚！我们大家哎，都要做移风易俗好模范！”近
日，在毛集实验区毛集镇中心社区一农家大院里，一场由
村民自编自演的“村晚”正在热闹开演。其中，演唱淮河
大鼓书的老人名叫岳仁宣，是第八届淮南市道德模范提
名奖获得者。

岳仁宣是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焦岗村人，从25岁开
始演出淮河大鼓书，至今已坚守46年，是安徽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淮河大鼓书的传承人。2016
年，岳仁宣牵头成立了毛集实验区曲艺家协会，并寻访、
组织了十几位大鼓书艺人，共同传承这一项淮河流域的
民族非遗文化。

“淮河大鼓书的唱词风趣幽默、通俗易懂，配上浑
厚而节奏灵活多变的鼓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虽然形
式看似简单，但要唱得好，不仅需要精心打磨自己的说
唱功底，还需不断学习新知识，写出与时俱进的新唱
词。”采访中，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岳仁宣家中看
到，书柜里装了满满几排书籍，每本都有翻阅的痕迹和
标记，书柜对面的墙上则挂着10多本写好的唱词。岳
仁宣称，一直以来他都是坚持自编自演，至今已创编出
新曲目 30 余个，用淮河大鼓书宣传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歌颂新时代。

多年来，岳仁宣还热心公益宣传活动，他积极参加
各部门组织的文艺汇演活动，并经常走进三个乡镇的敬
老院、社区、乡村义务慰问演出，至今已义务演出500

余场。2020年，岳仁宣被授予安徽省首批“乡村文化带
头人”，在抗击疫情中，参加了党员抗疫先锋队，自编自演
淮河大鼓书《齐心协力战疫情》；抗洪期间，他积极参加市
里组织的义演慰问活动；2021年参加“文化名家进校园”
活动，创编曲目《一块马骨头》，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2022年创编《党的温暖进万家》和推剧表演唱《老两口夸
夸共产党》等曲目，参加毛集实验区“喜迎二十大、非遗进
社区（景区）”文艺演出。目前，他又创编了新曲目《移风
易俗》，向村民宣传农村新风尚。

虽已过古稀之年，可岳仁宣仍初心不改、守艺传艺。
他告诉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今后会继续传承和发扬好
淮河大鼓书这一非遗文化，努力创作出更多深受老百姓
喜爱的新作品，唱出美好乡村新风貌、新风尚。

岳仁宣：
淮河大鼓书唱出美好乡村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
摄影报道） 刚刚当选为第
八届安徽省道德模范的杨
同林近日不幸遭遇严重烧
伤 ， 他 的 伤 情 牵 动 众 人
心。1月9日上午，市文明
办、市残联、市红十字会
三家单位相关负责人相约
来到医院共同看望慰问杨
同林，并送上慰问金。

“现在伤情如何？”“治
疗得怎么样？”“还存在哪些困难？”……慰问中，市文
明办、市残联、市红十字会三家单位相关负责人详细
询问了解杨同林伤情和治疗情况，高度赞扬了他长期
以来为我市公益事业所作的贡献。同时，叮嘱杨同林
在医院安心接受治疗，争取早日康复。随后，市文明
办、市残联、市红十字会三家单位相关负责人分别为
杨同林送上5000元、2000元和5000元慰问金。

杨同林对市文明办、市残联、市红十字会的关心
慰问表示感谢，并表示会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恢
复健康，继续投入到各种公益志愿服务中。

杨同林为淮河能源集团老矿区事务管理处洞山工
作站内退职工，20多年前，因双腿股骨头坏死导致残
疾。但他身残志坚，在困境中自学掌握了剪纸技术，
并凭借精湛的技艺多次义卖捐赠灾区。他创办“小红

船剪纸手工坊”，免费教授
儿童、残疾人、老人学习
剪纸，既帮助更多的人享
受快乐，又传承了非遗物
质文化。在自身家庭困难
的情况下，他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带领团队开展500
多场社会实践活动，直接
帮 助 困 难 群 众 120 余 人
次，先后被授予全国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奖五星级志

愿者、全国优秀红十字志愿者、全国最美抗疫家
庭、安徽省扶残助残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近日，
在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
妇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开展的第八届安徽省
道德模范推选活动中，杨同林被评为“助人为乐”
道德模范。

2023 年 12 月 23 日凌晨 1 时左右，杨同林给自家
农业大棚进行加温作业，不幸一氧化碳中毒并造成腿
部、手臂严重烧伤。

“杨同林和他妻子李文菊都是我们市红十字会志愿
者，坚持做公益已十多年，做了很多好事善事。此次
杨同林不幸遭遇严重烧伤，我们都非常关心，前来看
望慰问，祝他早日恢复身体健康，早日渡过难关。”市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玉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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