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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几天不见，您已经进化成这样了？山
水、花鸟已经不能满足您啦！”11月21日，一位网友
在老人最新发出来的 iPad绘画作品下留下这样的
评论。当天吕宝宁发的是一幅水粉风格画，描绘的
是一个旧门板，看缩略图可能会误以为是一张照片。

吕宝宁今年70岁，河北唐山人。最近，他在小
红书开设账号，名叫“归朴园主”。因为作品质量高，
且“70岁自学 iPad绘画”这个话题也非常吸引人，短
短一个月收获了近万粉丝。据悉，老人自幼喜欢绘
画，国画、油画、水粉画都有很高的水平，但他的绘画一
直都是自学的，拿起画笔有些吃力之后才改用 iPad。
虽然他对软硬件设置还不是很熟悉，iPad型号也有点
老，不少年轻人看到他的作品之后，还是感叹自己“差
生文具多”。吕宝宁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小
时候物质条件不好，文化娱乐生活更匮乏，唯一接触
到的就是小人书。有时候我就照着它的彩色封面
和里面的连环画自个儿画，刚开始没有什么基础，画

得不成形状，后来慢慢就越画越好了。”
吕宝宁告诉记者，当时学校没有美术课，也找

不到人指导，但是他天天画画，得到了老师的注
意。1963年，全国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有
一天，老师问他能不能画一张雷锋肖像，“我用几
个晚上画出一大幅雷锋肖像，老师把这张画挂在
教室里，还对我进行了表扬，同学们也都特别赞
赏。从那以后，我对绘画更有信心了。”

有一次，吕宝宁去废品收购站卖废品，发现几
本美术类的书籍，包括素描、水粉、油画等内容，

“我就用自己的废品换回来几本书，照着这些书
学。它们都是正规教科书，内容很系统，都是过去
各个美院的范画，我就认真跟着学，虽然没有老师
指导，不过也算是比较正规的一种自学。”

1970年，吕宝宁中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个

钢铁企业，在轨钢车间工作。因为他有绘画技能，
业余时间就在厂里负责一些宣传工作，写黑板报、
画宣传画、办展览。“有宣传活动时就被抽调出来
做这些工作，没事的时候就在车间搞生产。”

因为有厂里的支持，他的绘画水平进步很快，每
年都受邀参加唐山市职工美术书法展览等活动。是
这个厂里小有名气的画家，还借此解决了终身大事，

“我长得不是很好，我老伴长得好看，人家说她就看上
我会画画了。”吕宝宁的女儿从小受到熏陶，走上美术
专业道路，如今在北京从事美术设计工作。

1996年企业改制，吕先生离开了工作26年的
钢铁厂。一开始他为广告公司写字，后来兴起婚纱
摄影，各大影楼都需要婚纱布景，当时电脑喷绘还
不普及，美工主要靠手工来画，“我就去给他们画婚
纱布景，设计道具场景，收入比在钢铁厂还高。”

吕宝宁告诉记者，学习使用电子设备进行数字
绘画纯属偶然，他和很多老年人一样，学用手机、
iPad之类的电子产品有点慢，“尤其是女儿不在跟
前的时候，我对电子产品基本上是一窍不通。”

吕宝宁告诉记者，他用手机的时候，无意中发
现有手动输入功能，在上面可以画出曲线来，“我就
在手机上用手涂鸦，这样画了有一年时间，后来女
儿看我这样画，2020年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 iPad，
简单讲了一些使用方法，就回北京上班去了。”

之后吕宝宁就开始自己慢慢摸索，一开始他
对于 Procreate之类绘画软件的笔刷一点都不了
解。他发现，在 iPad上绘画和使用真实画笔在纸
上作画，完全是两个概念。“在宣纸上画国画，幅面
更大，笔可以挥洒自如，可以随意进行研磨调色铺
纸，而 iPad的屏幕只有那么大，局限性很大。”

以往吕宝宁在纸上画国画，浓墨和淡墨用笔混
合一蘸，一笔就能画出浓淡的效果，“要是用 iPad的
笔刷，还得先用淡的晕染笔刷，再用干笔的笔刷，互
相掺和着用。在纸上画画，那都是作画的感觉，但
在 iPad上板绘好像在做手工似的，很费事。”

吕宝宁没有放弃，反而逐渐找到了方法。最
近他开始尝试油画和水粉风格的版画，11月20日
临摹了一张帆船乘风破浪航行的水粉风格版画，
一位网友评论说：“这创作活力，我觉得您是17岁
老头。” （据《扬子晚报》宋世锋）

绝了！七旬老人“iPad画画”玩得溜
从小自学绘画的老人学会新技能，被网友赞“创作活力像17岁”

随着冬天逐渐来临，又到了感冒发烧高发的
季节。最近几天，“小时候流行的屁股针为什么消
失了”这一话题被很多人热议。

11月21日，多位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家
印象中的“屁股针”多是多年前治疗感冒发烧等疾
病时，通过肌肉注射方式进行的抗生素药物或抗病
毒药物治疗。随着治疗方式更新，“屁股针”逐渐被
痛感更小、治疗效果更好的口服药物或静脉注射方
式替代。但对部分药物的注射来说，例如一些疫苗
类药物，肌肉注射方式暂时还不能被取代。

39岁的侯医生在西安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做
医生，他告诉记者，最近感冒发烧的患者，尤其是
儿童患者有所增加。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中，几
乎都是口服药物或静脉注射。“以前我们说的‘屁

股针’其实是肌肉注射。现在应对感冒发烧主要
以口服药物治疗为主，除非比较严重才会给患者
静脉注射，也就是打吊瓶等。”

“除了一些特殊疾病，我们现在很少会打肌肉
针。”和侯医生同在该院急诊科的苏医生说，现在
很多药物都是口服或静脉注射，雾化治疗也应用
很多。对感冒发烧，这些治疗方式比肌肉注射效
果好。肌肉注射安全性低，吸收也不如静脉注射
好，而且打“屁股针”还存在打到坐骨神经以及断
针的风险。

侯医生对记者说，自己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
感冒发烧，印象中对“屁股针”存在一些“心理阴
影”。“那个时候打得最多的是青霉素。打完之后，
要在医院的椅子上坐好久才能缓过来。”

大连一家儿童医院的小儿外科医生霍医生
说，过去肌肉注射，注射的主要是抗生素、抗病毒
类药物。但实际上，儿童感冒发烧病因很多，大多
并不是病毒感染，并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即使用，
一些口服药同样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不过，以上几位医生均表示，目前还有很多药
物注射只能通过肌肉注射的方式进行。

“相比静脉注射或皮下注射等方式，肌肉注射
药物释放速度更慢，而且对血管刺激小，一些疫苗
类药物还需要通过肌肉注射方式进行。”侯医生
说，每种治疗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医生会根据实
际需要，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式。用“屁股针”治
疗感冒发烧等常见病被逐渐“淘汰”，是顺其自然
的事情。 （据《成都商报》付垚）

小时候打过的屁股针为啥不见了？
医生：治疗方式在更新，但部分药物仍需肌肉注射

不少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望而却步，但唐山一位70岁的大爷吕宝宁却把iPad

绘画玩得很溜。有很深美术功底的老爷子通过自学，熟练掌握了相关技能和软件，画出来的作

品让人拍案叫绝。 他把这些作品发到社交平台上，很快收获了近万粉丝关注，不少年轻人甚至

美术生都向他求教，还有人向他求画。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老爷子表示，自己一生从绘画

中受益很多，年届古稀还学习了新技能，“不图用绘画挣钱，心里高兴就行了。”

吕宝宁临摹的帆船乘风破浪水粉风格版画 七旬老人吕宝宁

从小找机会学画
因画雷锋肖像受表扬

厂里最会画的工人
因此找到“好看”爱人

克服屏幕局限性
人到古稀还学会了新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