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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笔”巧生花

小记者体验葫芦烙画技艺

激情观赛 欢乐打球

 10月26日上午，潍坊日报社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小记者
来到潍坊高新吾悦广场，观看潍坊市第十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港景肥牛杯”羽毛球比赛，并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学习羽毛

球知识，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在羽毛球比赛现场，选手们挥拍击球，展开激烈角逐。对战双
方或巧妙吊球，或奋力扣杀，或上演精彩劈杀，展现出精湛的球技和
顽强的拼搏精神。观赛的小记者纷纷为他们加油助威，每当有精彩的
得分出现，现场都会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热烈的气氛不仅激发了选
手们的斗志，也让小记者们感受到运动的激情。
  上午的羽毛球比赛结束后，参加比赛的羽毛球运动员当起教练，给
小记者讲解了基本的羽毛球运动常识，并示范了握拍、步伐、击球的
技巧。
  “正确的握拍方式能够更好地控制球拍，提高击球效果。”一名羽
毛球运动员介绍，常见的握拍方式有正手和反手，根据击球需要灵活转
换。而合理的步伐移动是羽毛球运动中的关键，能够让人快速到达击球位
置并保持身体平衡，基本的步伐技巧有小碎步、交叉步、并步等。同时，
击球时要保持身体放松，利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控制球拍，避免使用蛮
力。需要注意击球点的选择，以提高击球的准确性和威力。
  听完讲解，小记者们受益匪浅，对羽毛球运动有了初步了解。随
后，大家到球场上进行“实战”体验。在教练的指导下，小记者们在球
场上尽情挥舞球拍，感受羽毛球运动的乐趣。
  小记者孟德煜说，平时他偶尔打羽毛球，这是他第一次现场观看
羽毛球比赛，被运动员高超的球技所感染，“他们手中的球拍仿佛有

超能力，能连续打好几个回合，
比赛太精彩了。”
  “我平时喜欢打羽毛球。
通过这次观赛和学习，对羽毛
球运动有了更深的认识，不仅
学到了打羽毛球的正确姿势与
技巧，还了解了很多注意事
项，受益匪浅。”小记者胥梓
睿说。
  采访中，多位小记者表示，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激发了他们对
羽毛球运动的浓厚兴趣，知道了这
是一项集速度、力量、技巧与趣味性
于一体的运动。打羽毛球不仅能有效提升
心肺功能，还能锻炼身体的协调性。未来如
果有机会，会系统学习这项运动，感受羽毛球
的轻盈与灵动。
  潍坊日报社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羽毛球运动深受广大运动爱好者的喜爱，它不仅能
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能促进人际交往，提升
团队协作能力。组织小记者参加此次活动，是为了
让他们加深对羽毛球运动的认识，享受羽毛球运动
的乐趣，拥有健康的体魄。

肖振燕给小记者示范用电烙笔勾勒线条。

小记者有模有样地在葫芦上作画。

小记者上场打羽毛球。

  ▲一名
羽毛球运动
员给小记者
讲解握拍的
姿势。

  葫芦烙画，烙出大千世界。10月26日下午，潍坊日报社青少年
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小记者来到位于十笏园文化街区的尚霖卿手工坊，

开展了一场以“传承非遗技艺 烙绘多彩葫芦”为主题的活动。在这
里，小记者们手持电烙笔，在葫芦上作画，体验了葫芦烙画技艺的神奇
魅力，收获颇丰。
  走进尚霖卿手工坊，仿佛进入一个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的“葫芦王
国”，数十个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葫芦或摆在桌子上，或悬挂在半空
中，每个葫芦上都烙绘着形态逼真的图案，让人赏心悦目。
  尚霖卿手工坊负责人肖振燕介绍，葫芦烙画是中国传统非遗技艺，以
葫芦为载体，以烙刻为手段，辅以针刻、彩绘、镂空、浮雕等工艺。葫芦
烙画成品色调多样、层次丰富，是艺术和自然材质的完美结合。由于
“葫”与“福”字谐音，“葫芦”谐音“福禄”，故民间常以其象征福禄
吉祥、大富大贵。葫芦形体优美，色泽金黄，寓意吉祥，玩赏者众多。
  简单介绍葫芦烙画的历史后，肖振燕向小记者讲解葫芦烙画的制作流
程。“葫芦烙画制作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形’，主要分为审图、铅笔
放稿、勾线、熨色、刮白、抛光六个步骤。创作者使用电烙笔，运用传统
中国画的白描、工笔、写意等手法，在葫芦表皮上烘烫勾勒，描绘人物、
山水、花鸟等图案。其成品画面焦、褐、黄、白层次多变，具有非常强的
立体感，既保持了传统绘画的风格，又具有西洋画严谨的写实效果，给
人以古朴典雅、回味无穷的艺术享受。

  随后，进入小记者们最期待的体验环节。肖振燕给每一位小记
者分发了一只葫芦，让他们先用铅笔在葫芦上画出图案轮廓，再用电
烙笔勾线造型。在她的指导和示范下，小记者们兴致盎然，立即动手
体验起来。
  小记者薛杨熙从手机上搜好了图片，照着图片用铅笔在葫芦上画出
图案后，拿起电烙笔勾线造型，全程非常认真。小记者们操作过程中，
肖振燕从旁观察、及时指导，“烙画时要注意把握好电烙笔的温度、力度
和速度，才能一气呵成，勾画出深浅不一、粗细不同、流畅细腻的线条，
最终呈现的图案效果也最佳。”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葫芦烙画，在葫芦上烙画听上去简单，操作起来
很难。”小记者高艺明说，电烙笔虽然拿在自己手里，却很难让它完全按
照预想“走”。成品显得有些粗糙，但过程很有趣。“这个葫芦烙画有点
‘丑’，对我来说却很有价值，我会好好珍藏。”高艺明说。
  体验结束后，小记者们纷纷表示，葫芦烙画是个精细活，不仅眼、
心、手要配合默契，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创作过程中全神贯注，才能完成
一幅满意的烙画。“老师们创作的葫芦烙画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背后一
定付出了不少努力。通过这次体验，我感受到了葫芦烙画的独特魅力，收
获特别多。”小记者陈映孜说。
  潍坊日报社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潍坊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组织此次非遗体验活动，是为了让小记者领略精湛的非遗技

艺，感受家乡丰富的传统文化，让小记者走近非遗、认识非
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进一步激发他们对家乡非遗文

化的热爱，加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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