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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山东日照经开区的一处手绘

工作坊内，来自当地画院的美术老师吕帅正

为十余名妇女讲解手绘技巧。从工笔绘画

到工艺蜡染，从美术欣赏到产品材质，在这

间教室内，大家沉浸于传统艺术之中、感受

着东方美学之韵。

起稿、勾勒、晕染、着色……与传统的绘

画不同，学员们需要将一幅幅富有国风韵味

的花、鸟、鱼、虫手绘在棉、麻、丝、皮等不同

材质的文创产品上。“这些阿姨都是零基础、

零工作经验的村民，是第一期学员，学了快

一年了。”38岁的美术老师吕帅介绍说，该项

目不光是为培养村民的劳动技能，也希望他

们能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与“小试牛刀”的手绘工作坊不同，在

距离经开区 70 多公里外的莒国古城景区

内，过门笺非遗传承人于红正琢磨着如何

让这一国家级非遗更具艺术价值和现代

审美。

为此，她融合了莒县的文化元素并结合

莒县套色剪纸技艺，开发出了多个系列的

剪纸作品。“产品不愁销路，像‘二十四节

气 ’‘ 一 年 四 季 ’等 系 列 作 品 常 常 供 不 应

求。”于红说，她现在想的是如何让这项技

艺更好地传承下去。为此，她在景区的工

作室内开设了剪纸展厅和培训班，为游人

和当地的剪纸爱好者提供了解和学习剪纸

的去处。

从经开区到莒国古城，日照的现代与传

统交相辉映。在文化的浸染下，富有当地特

色的精美文创也正成为这一美丽海滨城市

的新注脚。

文创让非遗文创让非遗
““时尚时尚再生再生””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影报道

5月24日，游客正在于红的剪纸展厅内参观游览。

5月 25日，山东日照经开区，在位于东韩家村的“国风非
遗手绘工作坊”内，学员们正在学习手绘技艺。

5月25日，“国风非遗手绘工作坊”内，一名学员正在皮质
的手包上作画。

5月24日晚，山东日照莒国古城景区内，几位外国人正在于红（右三）的讲解下感受剪纸艺术。

“我上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配图

里有一个新疆的姑娘穿着少数民族服

饰在那摘葡萄，那个时候我就想，等我

长大了，一定要去新疆看看。”

这个听上去很浪漫的理由，就是宋

玉兰最初选择跑新疆路线的原因。

与兰姐聊得越多，越能体会到她身

上那股巾帼不让须眉的坚韧，和坚韧背

后如水般的温柔与多情。

5天拍摄，3天跟车，2300多公里，我

们一路同行，一起风餐露宿。一趟下

来，我们两个大小伙子已经疲惫不堪，

但这样的生活却是兰姐的日常。

穿越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横跨风

景秀丽的草原峡谷，她熟悉这一路的每

一条国道、每一个景区。但是，她一个

景区都没去过，她舍不得耽搁时间，只

想早点运完货，早点回家。

“女儿跟过我的车，知道我的辛苦，瞒

不住，但老爷子不知道，我让女儿别跟姥

爷说，我一个人开车这么辛苦。”兰姐说。

作为一个拥有 50万“粉丝”的短视

频博主，兰姐最开始拍视频只是想给女

儿留点东西。把自己的经历、走过的路，

拍成视频给孩子看。结果，她不仅收获

了女儿的理解，还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在其他人眼里，可能我们这个工

作就是诗和远方，但对于我们货车司机

来说，真的只有远方。”这是最后一次采

访时，兰姐说的话。

我们和兰姐在内蒙古哈素海服务区

的 司 机 之 家 告

别。前路漫漫，

但 我 们 已 不 能

追随，只能真心

祝福，一路平安。

远方的尽头是家

从服务区打点水，洗漱完，宋玉兰回到

了她的卡车驾驶舱。啪嗒一声，她打开一瓶

八宝粥，抬头就灌了一大口，缓缓咀嚼、吞

下，然后软软地倒进座椅里，长长地舒了一

口气。

“这是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候。”宋玉兰

的声音疲劳而平静。开了一整天车，驾驶舱

里的各种物件东倒西歪，只有导航用的手机

稳稳支在方向盘前，显示着此刻是 5 月 18 日

凌晨 1时 49分，地点在新疆哈密服务区。

车外，服务区的高杆灯发出微弱的光，

四下寂静，偶尔有车从不远处的高速上驶

过，很快又湮没在无边的夜色中。宋玉兰拉

上了车头的帘子，她的幸福时光只剩 4 个小

时。天亮后，迎接她的是前往内蒙古额济纳

旗方向数百公里的无人区。

此趟行程，宋玉兰的任务是从新疆昌吉

运棉籽到内蒙古呼和浩特，路程约 2300 公

里。在此之前，她是从山东拉蔬菜到新疆；

之后，她还要从内蒙古拉煤回山东。装货、

赶路、卸货，再装货、再赶路、再卸货……一

整趟下来，步履不停，她一人一车，11天总行

程超过 6600公里。

决定下一趟去哪里的，是货物。“每一趟

出门，至少五六千公里，就我一个人。”2008年

从业至今，东三省、大西北、云贵川，甚至老挝

缅甸，都留下过宋玉兰的足迹。“我其实就是

想证明自己，你可以，我也可以。”宋玉兰说，

她当大货司机 15年，总行程已近 300万公里。

“我把我的梦想/献给了方向盘/换来了

餐桌上的一日三餐/为了养家糊口/我吃尽了

所有的难/总在夜深人静时感到了心酸……”

路上困顿时，宋玉兰会唱自己写给卡友们的

歌。她还把歌分享在了社交平台上，直白而

真挚的表达赢得上万点赞和评论。

在一位网友留言中，宋玉兰的车被称为

“馒头车”。这是因为每次出门，宋玉兰都会

准备好一冰箱的馒头和面粉，一方面是自己

吃，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江湖救急”，帮助

周边有困难的卡友。“碰上雨雪天气，有时候

不小心堵在路上了，一连好几天，没吃的真

会要命的。”宋玉兰有 20多个卡友微信群，多

年的闯荡，宋玉兰在卡友中留下了“兰姐”的

名号。

2019 年，在由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中华

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最美货车司机”推

选活动中，宋玉兰被评为“全国十大最美货

车司机”。近些年来，她还在兼职做短视频

博主，通过拍摄路上见闻，分享自己的喜怒

哀乐，已经积累了几十万“粉丝”。

“干最脏的活，挣最干净的钱。”宋玉兰

在她的社交平台上这样标注自己。

5月18日22时，宋玉兰在内蒙古S312省道旁一空旷处停车休息、生火做饭。这里绵延数百公里都是无人区。

5月 16日，在新疆昌吉一处棉籽仓库前，等待
装货的宋玉兰（图右）帮助装完货的卡友拉篷布。

5月15日，宋玉兰（右二）来到新疆乌鲁木齐九
鼎批发市场，在卸货间隙买些羊肉准备在路上吃。

5月19日晚，在内蒙古哈素海服务区司机之家，宋
玉兰（图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浴室。穿越数百
公里沙漠无人区，她已经一周没有洗过澡。

5月16日，在新疆昌吉一处棉籽仓库前排队等待装货时，宋玉兰发现地上
有蒲公英，便摘了一些准备在路上做汤。

5月18日1时49分，在新疆哈密服务区，劳累一天的宋玉兰临睡前喝点
粥垫垫肚子。

5 月 19 日
6 时 ，天 蒙 蒙
亮。在内蒙古
S312省道旁休
息 了 一 夜 后 ，
宋玉兰为再次
出发做准备。

5月 19日 6时，宋玉兰的大货车行驶在内
蒙古S312省道上（无人机照片）。

“我把我的梦想，献给了方向盘”
本报记者 吴凡 蔚可任 摄影报道

一个人、一辆大货车、一趟 5000公里，穿越荒漠戈壁、草原峡谷，15年累计行程近 300万公里，

“最美货车司机”兰姐一直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