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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画作看起来像是粘
贴碎片而成，参差错落。然而，
它是耿玉洲耗时数月，一笔一
画精心创作的。1 月 30 日，在
海港区新北里小区的工作室
内，记者了解了这种不为人熟
知的画作——锦灰堆。

锦灰堆，是中国传统绘画
技艺的一种，历来有“打翻字纸
篓”“游戏之作”等俗称，因为是
将残破的各种片段堆积绘制而
成。

今年 78 岁的耿玉洲，是山

东淄博人，现居住在秦皇岛。
他从小喜欢书法、绘画，不断自
学。

20世纪90年代末，耿玉洲
拜锦灰堆大师宋翼青为师，悉
心学习这种技艺。

他一方面对照老师的作品
反复临摹练习，一方面频繁出
入古玩市场、图书馆等地，寻找
古文书籍和金石文物等作为画
材。

锦灰堆绘制难度很大，要
求画家是个全才。“你看这幅作

品，有三四种文字，用到的两幅
画也是不同风格。”耿玉洲指着
一幅画介绍说，要绘制锦灰堆，
诗书画印都要拿得出手：既要
精通山水、花鸟等各种题材，工
笔、写意等各种画法，还要擅长
楷书、隶书、篆书等各种书法字
体，还要擅长临摹、篆刻。

要想画好锦灰堆，需要对
历史文物、碑文拓片、各家书体
……各种驳杂的知识都有掌
握。

耿玉洲将绘制过程概括为
“叠、破、做、摹、设”五字。叠，
就是这些画作怎么折叠才好
看，才有层次感、氛围感；破，每
一部分看起来都是残破的，不
是完整的；做就是做旧，或烧或
烤，或虫咬，要有这样的旧年岁
感；摹就是临摹，古籍上是什么
样子，一笔不差地临摹下来；设
就是设计，怎样排列，怎样组
合，都需要好好设计。而且所
有画材不能虚构，必须是真实
的。

“锦灰堆”制作难度大，耗
费时间长。

耿玉洲用了多年时间，才
掌握了这一技艺。学成后他在
北京租住数年，整理了十多万
字的相关资料，希望更多人了
解这门技艺。

他还拓宽了题材，将报纸、
日历等入画。几年前，他接到
一个年轻人求助，年轻人将自
己奶奶的书法作品、捐赠证书、
入党申请书等各种资料交给耿
玉洲，耿玉洲据此绘制了一幅
包含老人生平的画作，年轻人
非常满意。

去年，因女儿定居秦皇岛，
耿玉洲跟随女儿也来我市居
住。“我和秦皇岛有缘，在山海
关区办过画展，认识很多喜欢
书画的朋友。”耿玉洲说，他已
经和燕山大学取得联系，会定
期去学校讲课，让学生们了解
这门古老的技艺，让这门技艺
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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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残缺堆积成画
我国古老冷门技艺再现秦皇岛

海洋生态监测综合站建设工程在我市稳步推进
坐落在我市的河北省首座

海洋生态监测综合站，其建设
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在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八地质大队了解到，目
前综合站建设已进入设备招标
阶段。此项目将推动秦皇岛海
洋生态监测由单一性监测向生
态系统性监测转变，全方位提
升本区域海洋生态预警监测能
力。

据了解，海洋生态监测综
合站项目总体规划建设期为 3
年（2023至2025年），由河北省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八地质
大队（河北省海洋地质资源调
查中心）具体实施。项目选址
为滦河口—北戴河区域，以这
一区域海洋生态系统为研究单

元，开展气象、水文、水质、底
质、生物群落、特征性指标等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动态监
测和研究。

“滦河口－北戴河海域海
洋生态系统涵盖了砂质海滩、
湿地、潟湖、河口、海湾等类型，
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代表性，在
此区域开展系统性监测和研究
能为各地的海洋生态保护和修
复提供科学支撑。”河北省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八地质大队
海洋大数据中心负责人王刚介
绍，海洋生态监测综合站包括
海洋生态监测综合平台、海洋
生态系统在线监测和标准样地
人工监测等建设内容，同时，结
合此区域现有的 7 个河口海洋
生态地面监测基站、浮标、卫星

遥感、无人机、无人船艇等，综
合构建空天海岸多层次立体化
的海洋生态预警监测网络，实
现此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状况全
覆盖动态监测。

“截至目前，我们开展的海
洋生态监测一般为单一的监测
项目，比如河口、海水水质监
测，只能了解水质情况，无法全
面掌握区域海洋生态的整体状
况，对生态问题的调查研究有
局限性。综合站建成后，通过
系统性监测，能全面掌握海洋
生态系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有助于科学地推进海洋生态保
护和修复。”河北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第八地质大队副队长
张甲波说。

秦皇岛新闻网

春节假期刚过，河北省秦
皇岛市卢龙县铁庄村绿佳家庭
农场内，工人们忙着剪枝、嫁
接、罐装营养钵……

33 岁的农场“当家人”邢
艳丽边讲解边拍视频，发到网
络平台，让顾客了解葡萄苗生
产的各个环节。

春节期间，邢艳丽家的葡
萄销售异常火爆，冷库储存的
10 余种共 1.5 万斤葡萄全部售
空，销售额达 20 万元。新的一
年，她准备大干一场，继续扩大
种植规模。

邢艳丽的父亲邢卫彬种植
葡萄 30 多年，是当地有名的

“土专家”。
2014 年邢艳丽大学毕业，

回村和父亲一起经营葡萄园。
父女二人分工合作，小邢决定
种植品种、负责营销，老邢负责
田间管理。

可刚开始，分歧就出现
了。小邢主张靠品质吸引顾
客，严格控制葡萄产量，会把果
形不好的葡萄剪掉，这样的做
法老邢很不理解，“都是辛辛苦
苦种出来的，没病没害就糟蹋，
没有这么干的！”

等到葡萄成熟，新的分歧
又出现了。其他葡萄园卖 5 元
一斤，小邢开价 10 元，新品种
卖20元甚至更高。

老邢急了：“咱这一片儿祖
辈都是种葡萄的，多少年来，同
样的品种大家的价格都差不
多，你定那么高，能卖出去吗？
熟人怎么看？”

可小邢坚持，并尝试网络
营销，用视频、图片展示葡萄，
介绍种植理念。第一个晚上，
农场就接到了 50 余单。小邢
给每串葡萄佩戴二维码，严格
保障葡萄品质。通过线上营销
和线下采摘，葡萄逐渐打开了
市场，远销西藏、云南、上海等
地。

如今，老邢打理了 30 多年
的葡萄园在父女俩的努力下成
为集葡萄苗木繁育、葡萄种植、
酿酒、鲜食葡萄采摘和农产品
销售于一体的家庭农场，种植
规模近 200 亩。农场的鲜食葡
萄品种稳定在26个。

地还是那块地，效益却翻
了倍，老邢不得不佩服女儿的
魄力和眼光。

同时，小邢说：“我从我爸
那儿也学到不少经验。”现在通
过秧苗、颜色等，她就能判断出
葡萄的甜度，父亲让她从一个

“门外汉”成长为一个合格的
“新农人”。

在距离铁庄村约 30 公里
远的夹河滩村，23 岁的高任远
忙着甘薯销售和发货。

高任远的父亲高清喜是当
地有名的甘薯种植大户。2021
年，现代农业专业毕业后，高任
远加入自家公司，跟随父亲搞
甘薯种植。“只有回到农村，学
到的先进种植技术和理念才能
派上用场。”

改造甘薯地，实施基于物
联网的智能灌溉，高任远一步
步改造着自家农田。去年出薯
季，高任远初次尝试电商销售，
仅半个月就销售了1万余单。

目前，公司种植规模 3500
亩，年鲜薯供货量达 1 万吨。
高任远给自己定下目标：把高
品质甘薯销往全国各地，让卢
龙甘薯成为全国叫得响的品
牌。

近年来，在河北，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回乡发展，投身农业，
用新的理念和技术为传统农业
注入新的活力，让乡村振兴的

“脉动”更加强劲有力。
“这两年农村见到了越来

越多年轻人的身影，他们带来
了很多新的知识，农村会越来
越好的。”高清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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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人”接力“老把式”
播种田野希望

邢卫彬和女儿邢艳丽在查看葡萄品质。

有着800年历史的锦灰堆染色技艺十分繁琐。

“锦灰堆”扇面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