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煦，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

1973

年
11

月出生于信阳，祖
籍南阳市唐河县， 信阳市无党派
人士， 信阳市群众艺术馆专职美
术师，国家二级美术师，信阳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信阳市政协
二届、三届、四届委员，信阳市拔

尖技术人才， 信阳市职业技术学
院特聘教授， 河南师范学院兼职
教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河南
省剪纸学会副主任， 河南省政协
书画院理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

许煦， 中国优秀的剪纸艺人，

剪纸作品精美、灵动。她出生在河
南信阳避暑胜地鸡公山，在秀美的
大山沟里长大。 许煦热爱生活，追
求完美，在家乡深厚的人文文化感
召下，

7

岁的小许煦已开始每天舞
动着小剪刀，把眼中看到的多彩世
界，心中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都用
剪纸的形式表现出来，达到痴迷程
度。 许煦剪纸至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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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了，

剪刀可以说是她最忠诚的伴侣，从
未离开过她。儿时，许煦剪了很多
很多的传统窗花剪纸，创作了大量
反映校园生活的小作品； 少年，许
煦开始琢磨传统纹样蕴含的吉祥
元素，创作了大量吉祥喜庆，极具

中国特色的剪纸作品；青年，许煦
走访名师，出入高校，创作了大量
反映时代、 社会进步的剪纸作品；

21

世纪，许煦开始尝试、挑战剪纸
的表现形式，剪出了巨幅人文长卷
作品《红楼梦》、精品山水系列作品
《四季山水流云图》等、书法系列作
品《兰亭序》等，还创作了大量精美
的佛教、生肖、吉祥剪纸作品，并
解决了中国剪纸装裱难的问题，

研究出了“中国剪纸湿托装裱技
艺”。在剪纸创作上，许煦追求内
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不失传统，

注重创新。

许煦在剪纸事业上取得了很
多可喜的成绩，

1998

年， 河南大学
艺术学院主办了“许煦剪纸艺术
展”。 许煦曾三次荣获中国民间工
艺美术最高奖项“山花奖”，全国民
间工艺美术书法大展“金奖”等等，

被誉为“海峡两岸德艺双馨艺术
家”。 许煦多次荣获河南省工艺美

术最高奖项“金鼎奖”“金奖”等，并
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成果奖，其剪
纸作品被评为河南省知名文化产
品。许煦参加河南省艺术家代表团
出访欧洲，并在意大利成功举办作
品展。许煦剪纸作品大部分被国内
外知名人士收藏。

2014

年
10

月，许
煦带领信阳市艺术家代表，参加中
国文联组织的艺术家代表团出访
欧洲， 在维也纳国际会展中心展
演，获得好评。许煦剪纸艺术成就
被中国文联录入《中国民间文艺家
大辞典》。

许煦在不断完善自身艺术追
求的同时，热衷民间文艺事业，发
起成立信阳民间文艺家协会，参
与组织策划信阳民间文艺活动多
次，国家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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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恢复端午庆
典活动、 民间文学山花奖著作奖
评选活动），省级民间文艺博览会
3

次（第四届、第七届河南省民间
工艺博览会、 河南信阳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活动），市级工艺博览
会

2

次（第一届、第二届信阳工艺
博览会）。带领信阳民间文艺家参
加国家、 省、 市民间文艺活动多
次。

许煦视传承发展为己任，在多
所高校兼职，被聘为特聘教授，开
设剪纸课堂和讲座， 传播介绍中
国剪纸技艺。 许煦在自己的剪纸
工作室， 每周日下午免费开班授
课，义务教授剪纸技艺。许煦多次
参加送文化下乡活动， 让优秀传
统文化剪纸回归民间。 许煦还接
受国际文化交流任务， 为外国友
人演示中国剪纸技艺， 培训外国
剪纸学员。

许煦会不停地剪下去，不停地
追寻剪纸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法，通
过文化艺术交流，将更好的剪纸作
品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会将这一传
统技艺传承发展下去， 为剪纸事
业、为民间文艺事业奋斗不息！

夏映志， 男，

1941

年出生于河
南息县， 擅长中国画，

1962

年毕业
于郑州艺术学院美术系，历任息县
文化馆馆长、 息县文化局副局长、

息县文联主席，现任信阳市人大代
表、县政协常委、省宣传画学会理
事、 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理事、省
民间美协研究会理事、信阳美协副
主席、 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中
国美协会员，南湖书社首任社长。

从
1959

年至今创作的美术作
品（国画、年画、水粉画、连环画）在
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展出，出版
发行。中国画《大雁南飞》《六月塘》

分别获河南省首届苏区画展最佳
作品奖和二等奖。中国画《八仙品
茶》参加首届中国信阳茶叶节画展

后在香港展出，中国画《历史的重
任》参加省八届美展，设计的大型
彩车《古州风貌》《走向世界》《鱼米
之乡》获中国信阳首届茶叶节特等
奖，设计的大型彩车《孔雀开屏，六
叶兴旺》获第八届中国信阳茶叶节
及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特等奖。

他创作的连环画、 年画曾多次
在河南日报、河南画报、河南出版社
出版、发表。夏映志被《中国当代美
术家人名录》《中国现代美术家大辞
典》《世界美术家大辞典》收录。

1966

年
2

月参加全国第六次文代会。

个人艺术经历：

1959

年
11

月中
国画《母子》在河南省图书馆展出；

1960

年
10

月中国画《拖拉机来到咱
农庄》在省图书馆展出；

1961

年
8

月
中国画《老红军讲故事》发表在河
南《奔流》杂志（奔流是“奔原”前
身）；

1963

年
4

月连环画《共青团员
黄贤梅》 发表在河南日报（并配
文）；

1964

年连环画《知识青年在农
村》 发表在河南日报（并配文）；

1973

年中国画《未来的栋梁》在河
南省展出；

1979

年
10

月中国画《唤
醒总理同庆功》参加河南省建国三
十周年画展；

1981

年
7

月水彩画《富
在深山有远亲》参加省建党六十周
年画展；

1982

年
1

月水彩画《富在深
山有远亲》发表在河南日报（并配

文）；

1979

年
9

月
12

幅中国画写生参
加河南首届“大别山写生画展”；

1981

年
6

月
5

幅中国画写生参加省
“鸡公山写生画展”；

1984

年
3

月年
画《农家织女》获省第五届美展二
等奖；

1984

年
10

月年画《农家织女》

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

1985

年中
国画《风雨不住小轻州》《青年女演
员》在河南《豫宛》发表；

1985

年—

1989

年，中国画《金鸡报晓》、年画
《风调雨顺》、年画《欢度佳节》、年
画《八仙》、年画《望子成龙》、年画
《致富人家》 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
版发行；

1987

年年画《青梅竹马》参
加河南省首届文化系统画展（铜板
奖）；

1989

年年画《青梅竹马》参加
“第七届全国美展”；

1991

年国画
《家乡六月塘》 获河南省第二届文
化系统美展二等奖；

1992

年中国画
《八仙品茶》在香港展出；

1997

年国
画《历史的重任》获由文化部举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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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香港回归中国书画展”大
奖赛优秀作品奖，在中国美术馆展
出， 作品由文化部收藏；

1999

年国
画《郑板桥诗意画》获文化部、中国
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共和国社会主
义文学艺术五十年研讨会” 一等
奖；

1999

年水粉画《富在深山有近
亲》获“第五届国际书画展”金奖；

2000

年国画《欢乐的插花节》参加

中国美协、云南省政府举办的“世
纪·中国风情中国画大型画展”；

2001

年国画《霜叶红于二月花》参
加中国文联、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等举办的“伟大的丰碑全国书画
展”，作品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2002

年国画《林中掠影》获中国文
艺工作者协会、台湾海峡文化交流
会等举办的“梦圆世界杯全国书画
展”金奖，在南京美术馆展出；

2003

年国画《黔江拾趣》获中国书画报
举办的“盛世国风”

2003

年书画年
展一等奖，并在中国书画报头版发
表；

2004

年国画《中华民族到了最
危险的时候》 参加由中国美协、中
国书协、人民日报社举办的“抗战
胜利六十周年全国书画展”， 在中
国军事博物馆展出；

2005

年国画
《万绿丛中》 参加由中国美协举办
的“第二届全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精
品展”， 在广州太阳城展馆展出；

2005

年中国画《鹰》参加中国电影
百年书画大展，在北京中国博物馆
展出，并获“特别荣誉奖”；

2007

年
国画《村头的故事》参加由人民日
报社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八十周年全国书画名家邀请
展；

2009

年国画《啊，第二故乡》参
加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举办的“共和
国不会忘记———纪念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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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题书画邀请
展”， 在全国军事博物馆展出并被
博物馆收藏；

2011

年国画《风雨同
舟》 参加人民日报出版社举办的
“纪念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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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书画展”，

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并被博物馆收
藏；

2013

年国画《牧归》获得信阳市
“五个一工程奖”；

2014

年国画《晨
曲》 参加人民日报出版社举办的
“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周年书画展”，

在鸦片战争博物馆展出；

2014

年国
画《阿拉泰的姑娘》由人民日报出
版社出版发行；

2014

年国画《万绿
丛中》参加人民日报出版社举办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书画展”， 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并被
博物馆收藏；

2014

年
11

月在信阳书
画院举办“梦回———夏映志书画艺
术成就展”， 共展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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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幅；

2014

年
10

月出任南湖书社首任社
长，并组织书社成功举办“信阳名
家走进兰州书画精品展”；

2015

年
元旦组织南湖书社成功举办“首届
息州人书画艺术展”；

2015

年
3

月组
织南湖书社成功举办“豫南巾帼
翰墨情深———纪念“三八”国际妇
女节信阳女书画家十人展”；

2015

年
4

月组织南湖书社成功举办“走
进新疆———信阳老年艺术家新疆
采风作品展”。

朱华梅， 女，

1963

年
11

月出
生，河南商城县人，商城县第九届
政协常委

,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
员，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河
南省民间艺术人才高级工艺师。

朱华梅
1980

年高中毕业分配
到县电影公司上班， 从事电影宣

传（绘制电影海报，版块设计）工
作

,

以民俗为基础创作喜闻乐见
的剪纸作品。 在大别山浓郁的传
统风俗民情熏染下

,

她经过
30

余
年的潜心学习、探索和研究，继承
和发扬了剪纸艺术

,

创新和发展
了个性风格

,

艺术境界逐步提高
,

艺术手法夸张、 多样化， 富于想
象

,

寓意深远
,

作品风格简练、稚拙
感强

,

极具独特个性。

朱华梅在探索剪纸艺术的同
时

,

还进行叶雕艺术研究创作，利
用树叶的形状、颜色、叶脉，把山
水、云霞、花鸟等自然生灵及人间
美好生活、向往，经刻刀浓缩于方
寸之间， 使小小叶片呈现丰富内
涵和无限风采

,

叶雕艺术被评为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
十大新发现（名列第二）。

多年来
,

她的作品很受欢迎，

1995

年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
举办的艺术展， 中国妇联授予朱

华梅“中华巧女”称号。其作品在
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全国百余家
媒体争相报道

,

曾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她的人物专访在中国日报网、

人民网、大河网、河南卫视、信阳
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刊发、播
出， 大别山风情系列剪纸在香港
杂志作专辑介绍，在《欧洲时报》

《中国艺术报》《光明日报》《美术
家》《扬子晚报》《东方今报》《河南
教肓》等发表剪纸、叶雕作品百余
幅，其个人传略入编《中国民间文
艺家大辞典》， 作品多次荣获国
家、省级金奖。著名文艺评论家柯
文辉曾以“质朴清新，不拘一格，

贴近民歌，泥香沁纸”盛赞朱华梅
的剪纸艺术作品。 个人作品专辑
有《老灯台》 《山色·乡味·人
情———朱华梅剪纸叶雕艺术作
品》等。

2014

年
10

月参加了由中国
文化部、 中国文联在维也纳举办
的中国民间艺术展， 并随中国艺

术团在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
进行文化交流访问

,

使大别山区的
叶雕和剪纸艺术走出了国门

,

受到
国际友人好评， 在世界各地传播
了富有民间特色的“大别山文
化”，成为传播河南民间艺术的文
化“大使”，并在国外享有良好的
声誉。

2014

年
4

月，论文《大别山叶
雕叶材处理技术研究》（第一完成
人） 荣获信阳市人民政府科学技
术进步奖。

2014

年
10

月，叶雕《梅馨雏欢》

参加中国第四届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会暨第四届中华（天津）民间艺
术精品博览会荣获优秀奖。

2014

年
10

月参加首届中原
（鹤壁）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叶
雕《好运来》获精品奖。

2015

年
5

月，叶雕《梅馨雏欢》

在河南（信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活动中荣获金奖。

2015

年
5

月，为庆祝第
39

个国
际博物馆日， 在信阳市博物馆向
工作人员和学生公益传授剪纸和
叶雕传统技艺。

2015

年
10

月， 叶雕《凤翔富
贵》 获第二届河南省民间文艺最
高奖项“金鼎奖”，并协调促使国
家级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在
河南省商城举行终评。

朱华梅作为革命老区红军的
后代

,

在取得丰硕的艺术成就之
外，为了弘扬民间艺术传承，减轻
社会负担，培养了一批残疾下岗无
业人员， 让他们成了艺术人才

,

积
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曾
获商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扶残
助残先进个人” 称号。 由于崇廉
扬美、身教言传，家庭氛围好，照
顾瘫痪多年的婆婆和用成就帮助
他人

,2014

年被县妇联评为“最美
家庭”。

2015

年商城县委授于朱华
梅“第六批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2015

年
1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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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青， 男，

1970

年
3

月出生，河
南息县人，中共党员，解放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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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现役军人，信阳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指
头中的灵魂》《天生雪》《水色》《天
堂云》等，获首届何景明文学奖，首
届河南诗人年度创作奖， 第二、三
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三届河南省五
四文艺奖金奖，第三届河南省政府
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奖青年鼓励奖，

第五届全军网络文学大赛一等奖，

第十二届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等，

被中国诗歌网评为“

2014

中国诗歌
十大年度诗人”， 参加过青海玉树
抗震救灾，曾在鲁迅文学院第

20

届
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河南省文学院
首届作家班就读。

温青政治坚定，坚决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
乡。在本职岗位上勤勉敬业，品德
高尚，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有较
好的群众基础， 社会认可度较高。

在文学创作上具有较高的造诣，成
就突出，其长诗创作取得了重要突
破，在中国诗坛具有广泛影响。

温青创作成绩突出，早期所创
作的长诗三部曲《徒步青春》在新
世纪中国长诗创作中具有一定的
影响， 是具有较多读者的长诗之
一，受到了诗坛和诗歌读者的广泛
关注， 荣获“第二届河南省文学
奖”，填补了我市空白。有十余篇评
论在《当代文坛》《诗刊》《星星》等
刊物上发表， 受到广泛好评。《星
星》诗刊曾在“首席诗人”栏目推荐
了他

500

行长诗《夏天》，获第三届
河南省文学奖诗歌奖第一名，评论
认为：“作为一个深受传统诗歌影
响的诗人，温青的变化在于他能获
取现代诗歌先锋精神的营养，接受
汉语表达的多种方式，并有意识地
对自己的诗歌写作进行一次又一
次的考验。通过一系列深度写作和
难度写作，他正在深入到汉语诗歌
的核心。”他的千行长诗《水色》在
《星星》 诗刊专门开辟的“长诗选
粹”刊发后，在全国引起反响，先后
获得了首届河南诗人年度创作奖
和第十二届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
等，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长诗创作

领域的重要成果，也是《星星》多年
来唯一刊发的长诗。

2010

年青海玉树大地震爆发，

温青抱病主动请缨参加抗震救灾，

目睹了大地震给玉树人民精神与
肉体带来的巨大磨难，深刻感受到
玉树人民对于信仰的虔诚与坚守，

通过对藏族精神文化的深度体验，

诗意地挖掘民族、群体和经历者自
身的精神体认，以长诗《天堂云》再
现了一个民族和公民精神天堂的
瑰丽与博大。 该诗以“生命预言”

“苦难之树”“天堂有路”“云卷云
舒”“生于归途”“海市蜃楼”煌煌六
卷，积极开掘赞美诗性，选粹独特
意象、锤炼诗性语言，对迫切性重
大题材实现了诗性的挺进和超越。

同时，作者以自己在玉树拍摄的大
量经典人文风景图片为阅读引导，

聚焦于灾难中的人性，运用了很多
富有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将人物
的命运与高原上的万物紧密结合
起来， 在艺术上借助于白云意象，

将叙述的背景拉大、提升，借助神
性叙事和视觉冲击，使长诗具有独
特的苍茫气质和强大的感染力。该
诗选择了人类永恒的母体，包括伤
痕、灾难、贫困、爱、人性、母亲、信
仰、宗教、自然等等，实现从肉体到
精神的回归， 展开了跨越时空、沧
海桑田剧变式的灾难和复苏重建
的长篇画卷，表现出对宇宙人生的
终极关怀，超越了生命。该诗还体
现出了作者投身国家和民族重大
灾难中，以生命深情书写，以崇高
责任与庄严使命勇敢担当的豪迈
家国情怀。作者的深入挖掘和出版
社的完美呈现使该作在当下中国
长诗形式的拓展和编排出版形式
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全彩版首印
6000

册，成为当下全国印量最大和
销量最好的诗歌作品之一，在诗坛
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3

年
7

月，鲁迅
文学院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专门
为本书联合举行了首发式和研讨
会，得到了唐晓渡、敬文东、李建
军、胡平、何向阳等全国著名评论
家和诗人的高度肯定和推荐，《文
艺报》《中华读书报》等全国权威媒
体进行了报道，《文艺报》《解放军
报》 等还刊发了系列评论。《天堂
云》出版后，获得了首届何景明文
学奖并入围鲁迅文学奖。

2014

年
9

月以来， 该同志所创
作的作品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化奖
项：组诗《喀喇昆仑的鹰》获第五届
全军网络文学大赛一等奖， 组诗
《红豆辞》被《星星》诗刊评为“中
国红豆绒杯” 当代爱情诗大奖赛
优秀奖，组诗《小我记》被中国诗
歌学会评为第三届“李白杯”全国
诗歌大赛优秀奖。鉴于该同志的突
出成就，

2015

年
4

月，中国诗歌网将
该同志评为“

2014

中国诗歌十大年
度诗人”。

全年价格
192

元

根据省委宣传部通知精神，我市认真组织了
2015

“河南省文化
年度人物”候选人的推荐工作，市直有关单位、有关县区按照要求
推荐了人选。经过研究审核，决定推荐温青、许煦、朱华梅、夏映志
等四位文艺工作者申报

2015

“河南省文化年度人物”，现予以公示。

如有情况需要反映的，请于
5

日内以口头、书面或通过举报邮
箱向中共信阳市委宣传部反映。电话：

0376-6366785

，邮政编码：

464000

，举报邮箱：

wenjiao6251369@163.com

。

中共信阳市委宣传部
2015

年
11

月
19

日

信阳市推荐2015“河南省文化年度人物”候选人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