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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陶登肖） 纵情
讴歌新时代，豪迈礼赞劳动美。8月14
日晚，山西省总工会 2024 年“送理
论、送文化、送温暖、进项目、进企
业、进工地”慰问演出活动走进盐湖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奋战在生产建设
一线的广大职工送上精神文化大餐和工
会组织的关爱。

省总工会“三送三进”活动是具有
山西工会特色的“大宣传”文化品牌。
活动从2021年开始已连续开展4年，旨
在把党的创新理论以寓教于乐、喜闻乐
见的形式送到职工群众中，将党和政府
的关心关爱传递给职工群众，在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中展现工会组织的担当和
作为，持续增强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唱响“咱们
工人有力量”的时代强音。同时，以此
活动为契机，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凝心聚
力、奋楫争先，共绘美好未来，再创新
的辉煌。

演出现场设在盐湖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标准化厂房。当天19时，大家陆续

到达演出现场。演出伊始，现场气氛热
烈，广大职工满怀期待。19 时 30 分，慰
问演出在歌舞《我们为今天放歌》中拉开
序幕，悠扬的旋律、动人的歌声、欢快的

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气氛。整场演出内
容丰富、形式新颖，歌舞、音诗画、独唱、
相声、小品等多个艺术表演轮番上演。
演员们用精湛的技艺和饱满的热情，为

观众们奉献了一场视听盛宴。整场演出
紧扣时代主题、紧贴职工生活，赢得在场
职工的热烈掌声。

此次慰问演出不仅是一场文化盛
宴，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与碰撞，让职工
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工会组
织的关爱与支持。大家纷纷表示，此次
慰问演出是工会“娘家人”给他们最好的
精神食粮和慰问礼物，今后将把省总工
会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不竭动
力，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唱响新
时代劳动者之歌，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更
加饱满的热情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再立新
功。

活动中，山西省总工会向盐湖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大职工送去了慰问金
并致以诚挚慰问。

据了解，8月13日至16日，山西省总
工会 2024 年“送理论、送文化、送温暖、
进项目、进企业、进工地”慰问演出活动
先后走进垣曲县、盐湖区、平陆县、永济
市，共演出8场，进一步丰富职工精神文
化生活。

送理论、送文化、送温暖、进项目、进企业、进工地

省总工会在我市开展“三送三进”慰问演出活动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近
日，《讽刺与幽默报》 微信公众号
以“漫画家卫行智：漫画创作，是
抽象与具象的转换”为题，推送了
本报记者卫行智的漫画作品。

卫行智，笔名杏子，现为中国
新闻漫画研究会理事、中国新闻漫
画研究会水墨漫画研究院副秘书
长、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山西省漫画学会副秘
书长、运城漫画学会会
长、运城晚报·大众漫画
版面编辑。其有 150 余幅
漫画作品在《讽刺与幽默
报》《漫画世界》《中国漫
画》《漫画月刊》 等报刊
发 表 ， 有 1000 余 幅 漫
画、插图刊发在各类报
刊，有 60 余幅漫画、新
闻漫画作品在全国各类比
赛中获奖。

此 次 《讽 刺 与 幽 默
报》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文
章内容主要是，卫行智关
于漫画创作中抽象与具象
转化的见解。

在卫行智看来，抽象，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有两个
层面的含义：其一，指向那
些笼统且空洞的概念；其二，
作为构建概念的一种手段，从众多
具体实物中提炼出共同的、本质的
属性，同时排除非本质的特性。而具
象，则是一种直接表达。在漫画创作
与赏析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抽象
与具象之间的转换。漫画作者首先
要从现实世界的具象中捕捉事物的
抽象特质，随后运用绘画技巧将其
转化为漫画作品；读者则通过解读
这些抽象的漫画元素，重新构建出
具体的事物。简而言之，作者的创作
过程是从具象到抽象的提炼，而读
者的欣赏过程则是从抽象到具象的

还原。
卫行智坦言，漫画创作忌简单

化、一般化和形式化，以免作品显得
空洞无味，缺乏说服力。他始终坚信，
在漫画领域，相较于数量而言，作品
的质量应是更重要的评判标准。无
论是命题创作，还是从日常生活中
汲取灵感，他都致力于深入挖掘事

物的本质，揭示其深层次的含义。
他以1998年12月20日发表在

《讽刺与幽默报》 上的漫画作品
《回忆录》 为范例，介绍了抽象与
具象转化的关系。

常有人言，某人一生好打麻
将，这种行为被视为一种陋习（具
象）。卫行智以此为出发点，探寻
其背后的抽象意义，即某人终日碌
碌无为、虚度年华，既无成就也无
贡 献 ， 最 终 只 能 潦 草 一 生 （抽
象）。这促使他将“一辈子”这个
抽象概念比作一本人生之书，而荒

废于麻将桌上的光阴则成为书中空
白的篇章。通过这一比喻，他将无
形的虚度年华具象化为麻将桌上的

“白板”，创作出了《回忆录》这幅
画，揭示了有些人因玩物丧志而虚
度一生的悲剧命运。他希望读者欣
赏这幅作品时，也能够从中领悟人
生的真谛：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本

待写的书，如何书写完全取
决于自己。

“漫画的表现手法丰
富多样，技巧只是外在形
式，真正的内核是创作者
的知识储备和人文素养。
行远自迩，笃行不怠，这
应是漫画人必须具备的创
作态度。”卫行智说。

除此之外，该微信公
众号还推送了卫行智11幅
漫画作品。这些作品寓意
深刻、内涵丰富，具有浓浓
的讽刺与幽默味儿。“这些
漫画很有味道。画漫画与
看漫画，都是为了共同的
目标：艺术与欣赏。一个
是表达内心的感触，一个
是还原生活的本真。”有读
者看完漫画后这样留言。

近年来，卫行智在精
心创作漫画的同时，还积极

投身漫画评论的撰写。今年以来，
其已有多篇漫画评论，如《不要让
瞬间的错过成为过错》《事故不再
发生，幸福更加持久》《到沙漠去
创造造林奇迹》等在省级报纸上发
表，在业界反响良好。

据了解，《讽刺与幽默报》 系
《人民日报》 漫画增刊，由人民日
报社主管、主办，是中国出版时间
最长的漫画刊物，也是目前全国唯
一以漫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报纸，
在中国漫画界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
号召力。

《讽刺与幽默报》微信公众号推送本报记者卫行智漫画作品——

笃行践悟出佳作 洒智创新壮漫坛

▲演出现场 记者 茹雅 摄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亚） 日前，“守望田
野——考古队长田建文”先进事迹图片展在闻喜
县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由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
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和闻喜县文物保护中
心联合举办。

田建文，山西襄汾人，1965 年生，中共党
员，现任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山西金墓博物馆
馆长、侯马南山考古资料中心主任、侯马民间文
艺家协会主席。田建文主要从事新石器及夏商周
考古学研究，主持或参加过侯马晋国遗址、夏县
西阴村遗址、浮山桥北墓地、乡宁内阳垣墓地、
绛县横水墓地等多项考古发掘工作。

本次展览共展出展画 58 件，分为“不忘初
心”“甘于奉献”“老骥伏枥”3个篇章，通过连
环画的形式，向观众展现田建文先生平凡而感人
的考古故事。“不忘初心”篇展现了他15岁走上
考古之路，不当老师甘做技工坚定不移的理想信
念；“甘于奉献”篇展现了他留在侯马坚守一线
的考古情怀，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享受“一根
筋”幸福的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老骥伏枥”
篇展现了他近 40 年坚守，对生活永远饱含热
情，对师长重情重义的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此
次展览，展现了文物工作者对民族文化根脉的传
承与保护的责任担当，营造出传承中华文明的浓
厚社会氛围。

“守望田野——考古队长
田建文”先进事迹图片展
在闻喜县博物馆展出

▼“守望田野——考古队长田建文”
先进事迹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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