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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见证】

□赵欣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
初，新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大批
南方孤儿面临营养不良的危机。紧
急关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
动请缨，将3000多名孤儿分批次接
到内蒙古。在草原人民的悉心照料
下，这些“国家的孩子”茁壮成长并
成为新一代建设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
议时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历史
佳话，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
好这些红色资源。

历经甲子岁月，这段动人的民
族团结故事一直在传颂。深入挖掘

“三千孤儿入内蒙”历史佳话的时代
价值，从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和
力量，是增强“五个认同”，坚定“四
个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重要支撑。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
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在应
对和化解各种危局和困境中不断推
进事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三
千孤儿入内蒙”之所以能够实现，从
根本上讲还是要靠党的领导。周恩
来、乌兰夫、康克清等一批老革命家
为此倾注了巨大心血，内蒙古更是
全力保障接收安置工作顺利进行。
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统一
安排部署下，筹建育婴院、采购物
资、训练保育员等前期准备工作紧
锣密鼓地展开。

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
一切代价。”面对 3000余名南方孤
儿，草原人民排除万难，主动承担起
这份国家责任，本着“接一个，活一
个，壮一个”的原则，开始了一场挽
救生命的爱心接力行动。孩子们
到达当地后，先被统一送到临时保
育院，等到适应新环境、身体状况
好起来后再送去被领养家庭。牧
民们要领养孩子，必须经过严格考
察，确信具有抚养能力后才派发领
养介绍信……这些政策最大限度
护佑了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执政理念。

体现了“四个与共”共同体
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
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
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物资极
度匮乏的年代，党和国家将3000多
名孤儿托付给内蒙古，草原人民用
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大爱抚育这些

“国家的孩子”。如今他们早已深深
融入这片辽阔的草原，为祖国的边
疆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三千孤
儿入内蒙”历史佳话是内蒙古模范
践行“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的最好
印证，生动诠释了各族同胞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的民族情深，鲜活展示
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内蒙古
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体现
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和“三个离不开”的民族团结进步精
神。

展现了伟大民族精神的磅礴
力量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
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
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
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它渗透在民
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品格气
质和心理素质中，成为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精神基因。“人民楷模”都
贵玛养育 28名孤儿，精研医术，挽
救 40 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草原
额吉张凤仙悉心照料 6 名国家的
孩子，自己却终生未育……一个个
真实感人的故事折射出“三千孤儿
入内蒙”历史佳话中蕴含的爱国、团
结、奉献、牺牲精神。这股强大的
精神力量，促进了内蒙古各民族人
心归聚、精神相依，团结奋斗、共克
时艰，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不断汇聚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磅礴力量的重要源
泉。

（作者系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
院讲师）

三千孤儿入内蒙三千孤儿入内蒙
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结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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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初中的时候曾学过一篇
名叫《核舟记》的文章，说的是明朝
有一个身怀绝技的人叫王叔远，他
能够在直径为一寸的木头上雕刻
出各具情态的宫室、器皿、人物、鸟
兽、木石。特别是在一个又长又窄
的桃核上，雕刻了包括 5 个人、8 扇
窗、箬蓬、船桨、茶炉、茶壶、书卷、
念珠等在内的苏轼与朋友泛舟周
赤壁的生动场景。

事实上，无论是在坚硬的桃核
上雕刻，还是在光滑的蛋壳上雕
刻，都是对雕刻者高超技艺的检
验。雕刻成功的每一件作品，都需
要雕刻者付出艰苦的努力和辛勤
的探索。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
舍，金石可镂。作为非遗传承人，王
建永多年来坚持不懈、勤于探索，从
蛋画、蛋雕到烙雕，他不断创新蛋雕
技艺的方式方法，用精湛的技艺展
示美好生活，讴歌伟大时代。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创造的
灵感来源于火热的生活，艺术精品
的产生则离不开持之以恒的不断
进取。

留心处处皆学问，精神到处文
章老。丰富多彩的世界、如火如荼
的生活，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如何在五彩
斑斓的世界里采撷到璀璨夺目的
明珠，需要创作者深厚的积淀、敏
锐的观察和驰而不息的精进。

艺术创作是这样，做人做事又
何尝不是如此。贵有恒何必三更
起五更睡，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
寒。

持之以恒用心
创造美好生活

蛋
雕
蛋
雕
：：
小
蛋
壳

小
蛋
壳

大
世
界

大
世
界

在世界工艺美术舞台上，蛋文化已
有百年的历史。

查阅资料得知，明清时期，我国民间
在喜庆婚娶、祝福庆寿、喜得贵子时，为
了图个吉祥如意，就有了赠送红鸡蛋的
习俗，北京一带更是流行此风，甚至有人
摆摊设铺，专门卖染了红色的鸡蛋，这种
鸡蛋被称为彩蛋。后来，商贩们又在彩
蛋上画上花鸟、鱼虫、脸谱等图案，寓意
生意兴隆。

在欧洲国家，大约在中世纪，开始有

人在鸡蛋壳上予以彩绘装饰，取新生、重
生之意，成为复活节的装饰品，迄今为
止，这种习俗仍然流行于欧美各国。

但是，把装饰蛋提升至艺术品境界
的，则是大名鼎鼎的法贝热家族。

1884年，法贝热家族设计了第一款
皇家复活蛋，从而被指定为皇室御用品
珠宝商。其后，该家族连续完成了皇家
复活蛋系列产品，使得装饰蛋成为举世
皆知的艺术品，其作品偶于拍卖会上出
现，皆以惊人的高价为人抢标。

经过多年演变，彩蛋工艺逐步提
高。如今，人们把鸡蛋钻孔掏空，在蛋
壳表面雕刻精美图案，形成了蛋雕艺术
品。

蛋雕技艺是在飞禽类蛋壳上刻琢成
画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融合了绘画与
雕刻，以浮雕、阴雕、阳雕、透雕、镂空等
雕刻手法体现各种精美的图案，运用复
杂多变的雕刻技法，在其表面雕刻造型，
进行创作，满足审美要求，体现艺术思
想，反映社会生活。

百年历史蛋文化

今年54岁的王建永，呼和浩特市人，
蛋雕市级非遗传承人。

20多年前，从事美术工作的
王建永喜欢在鸡蛋上画各种图
案，像脸谱、花鸟、山水等，常常信
手拈来，惟妙惟肖。但是，因为
颜料的原因，画好的蛋壳经常掉
色，苦恼之后，王建永放弃了这
项爱好，开始尝试更高难度的蛋
雕。

从最初的笨拙到后来的精
巧再到现在的创新，一路走来，
王建永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
多，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蛋雕

师。
挑选合适的鸡蛋是做好蛋雕的前

提。王建永说，颜色深且均匀，表面光滑,
没有划痕，形为水滴状为最佳，但是，往往
一斤鸡蛋里也只能挑选出一个符合标准
的。挑选好鸡蛋后，在底部较圆的一端画
上小圈，运用“转蛋不转刀”的技法刻出一
个小洞，再在蛋壳侧面扎个小孔，吹出蛋
液；之后，清洗干净蛋壳，阴干半个月，蛋
壳与蛋膜会自然结合，蛋壳会变得坚硬，
适合雕刻。

做蛋雕不能只凭喜欢，还要有耐性，
坐得住。蛋壳又脆又薄，起刀运笔必须格
外小心，坐下来常常最少得五六个小时，

甚至八九个小时，全部注意力都得在蛋雕
上，这就需要雕刻人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和
耐心，即便如此，碎蛋也是常有的事儿。

“好多作品，连续雕刻了七八个小时，
就差最后一刀马上收工了，鸡蛋却在此时
突然碎掉了，功亏一篑。”王建永说，蛋雕
的收尾工作很重要，因为蛋壳比较薄，为
了突出画面的立体感，需要在蛋壳上分出
好多层次，越到最后层次越多，稍不留神
就会碎掉，而且，蛋壳本身颜色单一，要想
凸显出层次立体感，雕刻人日积月累的雕
工和美术功底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我刻一个成功一个，完全不再
碎蛋了。”王建永说。

细致耐心出精品

靠着满腔的热爱和执着，王建永的
蛋雕功夫日渐加深，作品深受区内外业
内人士的推崇，代表作有《伟人肖像》《水
浒 108将》《雪景》《奔马图》《八仙过海》
《镂空彩绘龙》等系列作品。其中《八仙
过海》还在 2013年荣获了“中国（开封）
首届民间工艺美术展暨第十一届中国民
间文艺山花奖·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二
等奖。

在蛋雕这条艺术之路上，王建永由
深而精，由精而新，他又开始尝试烙刻蛋
雕的手法。

王建永说，运用特制的小电烙铁，在
蛋壳上作画，比用颜料作画难度要高，温
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高容易把蛋
壳烙酥，一碰就碎；太低不容易上色，不
成画。经过实践，王建永发现鸵鸟蛋最

适宜烙刻，因为鸵鸟蛋比鸡蛋等其他禽
类的蛋壳要厚，耐高温。经过反复实践，
王建永又成功制作出了烙刻蛋雕。

成为非遗传承人后，王建永开始肩负
起应尽的责任，走社区，进校园，带徒弟。

王建永说，在他的电脑里，收藏着很
多全国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希
望藉此可以提升自己传承蛋雕技艺的能
力，让蛋雕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
人看到蛋雕的魅力，传承这份技艺。另
外，他还希望通过参加文化庙会等展示
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蛋雕，提升呼和浩特
市的文化底蕴。

“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蛋雕技艺
的书，希望以书本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了
解并走进蛋雕的世界。”王建永说。

（图片由王建永提供）

创新传承尽责任

▲蛋雕作品《黑与白》。

▼蛋雕作品《力》。

蛋雕作品《花开富贵》。

蛋雕作品《雪景》。

蛋雕作品《万马奔腾》系列。

小蛋壳，大世界。
薄薄的、小小的蛋壳上，容纳着人、景、物，尽现人生百态，山河岁月。作为有着百年

历史的蛋雕技艺，一直以它独有的魅力让世人啧啧称叹，也让蛋文化愈发受人关注。

王建永走进校园教授小学生蛋雕技艺王建永走进校园教授小学生蛋雕技艺。。

王建永在创作中王建永在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