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12日 星期二

编辑：董燕玲 见习编辑：付雅 策划：周涵维 新闻热线：01084395102 E-mail：shwh2224@163.com 5

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 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专刊

文化视点

中民国际体育公益行捐赠仪式
在新疆昆玉市举行

11月 5日，由中民国际经济合作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十四师主办，第十四师昆玉市党委组织部、昆玉市教育局、北京中
民艺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体育公益行捐赠仪式在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224团中学举行。捐赠方代表长途跋涉
4000多公里从北京来到新疆，为边疆学子捐赠价值30万元的体育
服装，向50名优秀贫困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千余边疆少数民族
家庭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关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梁传军，中国民族报社
副社长李晓东等出席捐赠仪式。捐赠方向来自一牧场中学、47团
中学、225团中学、224团中学、皮山农场中学的学生代表捐赠了羽
绒服，并将助学金送到贫困学生代表手中，学生代表回赠自制礼
品。李晓东表示，点滴公益行动也是民族团结的黏合剂，能够让各
族人民沐浴党的阳光，像石榴籽那样团结的更紧密。 彭泺

山东鱼台县
红帆志愿服务丰富党建文化

初冬时节，漫步在热闹的山东省鱼台县孝贤文化广场，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广场入口的红帆驿亭：红底色映衬着金黄色的党徽，

“红帆驿亭”四个大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建设红帆驿亭，是鱼台
县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扎实推进基层党建的
创新做法。

今年以来，鱼台县严格落实“党员在身边、服务零距离”，创新
工作方法，延伸服务触角，织牢布密红帆志愿服务网格，实现党建
服务全域覆盖。近日，失主吴先生发现手机丢了，迅速赶回孝贤文
化广场红帆驿亭。在拿回自己的手机后，他激动地说：“真得感谢
红帆驿亭！”对红帆驿亭称赞不已的还有捡到手机的环卫工人赵正
光：“现在捡到物品直接放到红帆驿亭就可以了，省时省事，给大家
带来许多方便。”

目前，鱼台县已通过网格化布局，打造“红帆驿站”30处、“红帆
驿岗”“红帆驿亭”示范点 27处，织就红帆志愿服务网络引领乡风
文明。 乔志宇 缪学振

广西隆林县
“稻鸭共育”农业文化促脱贫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近年来，该县在
脱贫攻坚中大力弘扬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以“稻鸭共育”立体模式
发展生态养殖，既加快脱贫步伐，又唤起了村民群众保护传承农业
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隆林“稻鸭共育”是以水田为基础、以种稻为中心、隆林清水鸭
养殖为特点的自然生态与人为干预相结合的复合生态系统。近年
来，隆林各族自治县创新思路，发掘传统生态农业文化智慧，在介
廷、岩茶等稻作文化深厚的乡镇发展“稻鸭共育”，通过合作养殖、
抱团发展，党旗领航、建示范基地等方式，打造脱贫奔康产业园，带
动 660多户贫困户种植优质水稻和养殖清水鸭增收致富，取得良
好效果。“稻鸭共育”农业文化得到弘扬。 韦珺儒

□□ 程源 马朝霞 本报记者 程鸿飞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引领，文化兴则
乡村兴。如何继承与发展优良传统文化，激
发乡村文化建设的活力，山东省临清市做大
做好城乡文化互补文章，让文化在城乡流动
起来。

“7+100”，场场演出圈粉无数

10月 16日晚 7点，临清市魏湾镇李圈村
文化广场上流光溢彩，淅淅沥沥的小雨也未
能阻止1000余名观众享受丰盛的文化盛宴的
热情。舞蹈《中国鼓》用铿锵有力的步伐点燃
现场观众的热情，拉开了整场文艺汇演的序
幕；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谁划算》讲述
了关于结婚彩礼的故事，倡导喜事新办的文
明新风；京剧《状元媒》唱腔优美圆润，荡人
心魄令人陶醉；曲剧《小仓娃》扮相形象逼
真，75 岁的村民孙法增唱得形神兼备、惟妙
惟肖；舞蹈《中国最强音》朝气蓬勃，青春活力
四射……多种艺术形式轮番上阵，台上的演
员个个精神焕发、情绪饱满，现场高潮迭起，
掌声、欢声笑语声此起彼伏。

汇演的成功举办在村民中引发了强烈的
反响，“在村里第一次见到 LED大屏幕，现场
音响视频效果很震撼，节目形式多水平高，不
少节目都是身边人身边事，十分亲切精彩，希
望这样的晚会能多办几场……”村民张金强
啧啧称赞。

不仅在魏湾镇，此次文艺汇演覆盖了临
清全市 7个镇（街），演出场场爆满，惠及城乡
上万名群众。自今年8月份以来，临清发起以

“悦动城乡，多彩临清”为主题的文化汇演，创
新探索“7+100”模式，即 7场文艺汇演 100个
精彩节目。这 100个节目一部分是从临清京
剧团等专业团体以及全市机关干部展演、新
春音乐会、春节晚会等选取的高水准文艺节
目，一部分是面向全市城乡征集的本土和原
创的文艺节目。遴选出的精品节目，采取“城

乡手拉手，结对送文化”的方式，每场由不同
的城区艺术团和农村演出队结对演出，为群
众送上一道道文化大餐。

百姓担当主角，汇演成为梦工厂

“十九大精神落实的好，种地还有补贴
找，贫困户有低保，合作医疗能报销……”魏
湾镇东辛村李桂华带来的节目《四老太说
唱》，将党的好政策和村里的文明新风尚一一
道来，唱词欢快押韵，表演幽默风趣，一度将
演出推向高潮。“是党的惠民政策让我们过上
现在的幸福生活，我就把村里的新变化和发
生在身边感人的故事写成歌词。”谈起创作缘
由，李桂华说。

据了解，本次文艺汇演中，多个高质量的

乡土文艺节目在汇演中精彩展现，多位优秀
的草根人才被发掘。村民带来的魔术《大变
活人》毫无破绽，令观众拍案叫绝；旗袍走秀
姿态优雅、造型大气；社火舞龙表演活灵活
现、大气恢宏；民间面塑、剪纸艺人带来的工
艺品制作展示以及村民自导自演的秧歌、广
场舞、小品、地方戏……不仅让台下观众大饱
眼福，也让村里的文艺爱好者过足“表演瘾”，
文化汇演成了百姓实现梦想的梦工厂。

“我们村的健身集体舞参加了汇演。因
为主角是自己，舞台在乡间，他们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文化激情。”大辛庄街道前户营居驻村
第一书记宋海洋对活动深有感触，“老百姓对
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更高，以往文化下乡
百姓的参与感较低。这次活动使用了高端的

影音设备，现场效果高大上，节目内容又接地
气，为热爱文艺的村民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很
受群众欢迎。”

城乡联动，激起一池文化活水

张佰山是一位京剧爱好者，来自尚店镇仓
上村，业余时间他喜欢听戏唱戏，还加入了村
里的京剧协会，这次他和村民刘凤然一起表演
了京剧《军民鱼水情》，“平时经常在村里的小
广场唱，没想到今天我们能站在这么大的舞台
上，面对上千名观众，内心很激动。演出之前
彩排了一遍又一遍，确保演出万无一失。”演出
已经结束了，张佰山仍然难掩兴奋与喜悦，“京
剧团的老师手把手纠正我们，一个眼神，一个
脚步的教，很仔细。他们可都是国家级、省级
的演员呀！我们水平明显见长！”

“只有让文化流动起来，才能生生不息。
我们在认真抓好送文化、种文化的同时，着力
抓好乡土文化的挖掘、培植和传播，努力实现
文化在城乡之间的深度融合、双向流动。”临
清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磊说。

临清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
厚。此次活动，不仅为充满乡土气息和民俗
风情的文艺作品搭建广阔的舞台，临清乱
弹、时调、肘锤、田庄吹腔、竹马等多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节目也将在文艺汇演中一一亮
相，让群众零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同时，
还针对性地加强对文艺骨干和文艺爱好者
的培训，鼓励老百姓走上舞台，创作出一批
鲜活的文艺作品。

文化如同源头活水。将文化融入城乡发
展，让它在城乡流动起来，才能让文化更具生
命力，使城市底蕴更加丰厚，使乡村建设更加
灵动，使群众精神更加丰满。“我们将构建长效
机制，持续打造‘悦动城乡，多彩临清’的文化
品牌，在覆盖面上更加广泛，组织形式上更加
灵活，做到精品文艺节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真正实现‘政府搭台，百姓唱戏’，最终
实现城乡文化共融共进、联动繁荣。”王磊说。

做好城乡文化互补文章，激发乡村文化活力——

山东临清：“7+100”让文化流动城乡

11月 6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主题性
美术创作总结会在京举行。

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 2016年启
动，历时近3年。目前，现阶段的任务已基
本完成，共推出作品 134件，其中，表现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成就、重大事件现实
题材作品超过 70%，180 余位中青年作者
参与了创作。国庆期间，这批现实题材作
品首次在“伟大历程 壮丽画卷——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

上集中展出，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现实题
材美术创作成果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展
示。据悉，本次创作的入选作品将由中国
美术馆代表国家择优收藏。

本报记者 周涵维

文旅部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总结会在京举行

□□ 本报记者 王壹 文/图

初冬，夜幕降临，烟雨朦胧，贴布导演带着实
习生们在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山间宁静的“翎芳
魔境”基地内讲起了影视后期的课程——达· 芬
奇基础调色。

贴布导演名字叫徐尧鹏，来自我国台湾地区
新北市淡水区，2014年和他的妻子、台湾美食作
者王翎芳女士来到大陆定居，在北京故宫边上创
立了名为“翎芳魔境· 景山艺堂居”的生活美学空
间。“翎芳魔境”以在地美食的创新体验、美食烹
饪培训、乡村影视美学培训作为突破口，聚焦“三
农”，助力中国乡村新农文旅国际化发展。

今年8月，徐尧鹏和王翎芳被松阳县四都乡
聘为“乡村振兴顾问”。同月，“翎芳魔境”松阳美
食研究室、乡村影视美学基地在松阳县正式揭牌
落地。作为一个开放的空间，对村民、对致力于
乡村发展和想要提升个人素养的人开放，帮助大
家获得锻炼和提升。

城里人下乡，带来更多资源

记者了解到，松阳县一直致力于传统村落的
保护利用和发展以及老屋的活化利用和文化艺
术助推乡村发展。松阳县副县长谢雅贞认为，

“翎芳魔境”在松阳的落成是首次把影视和美食
结合在乡村里的实践，代表着松阳文化引领乡村
振兴，在“翎芳魔境松阳美食研究室、乡村影视美
学基地”上得到了浓缩。

作为在乡村建立的影视美学基地，该基地为
乡村导入国内外优良影视设备厂商和国际化专
家资源，在与山西广播电影电视学校和山东建筑
大学艺术学院合作建立实习基地的过程中，以拍
摄松阳系列纪录片为实践项目，进行传统美学和
传统文化创意设计的专门训练，使学生在提高摄
影技巧的同时感受美丽乡村文化。

“我们把城市里对于有艺术梦想的青年人带
到乡村，他们融入乡村的生活，通过乡村得到心
灵的再度启发。艺术源于生活，这些年轻人是我
们在乡村种下的幼苗，激发他们的艺术创造力，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人生经
历。”徐尧鹏对记者说。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马

品磊教授说：“今年年底我们将派出 110人的师
生专业考察队前往松阳平田，进行中国古建筑古
民居影视拍摄技巧授课及研学。”

山西广播电影电视学校刘凤霞书记认为，学
生们跟随“翎芳魔境”到很多美丽的乡村创作，在
学生们的韶华之年，有机会饱览山川风物，阅尽人
间百态，增长实践才干，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有助
于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美学艺术人才。

建立村民的幸福感和文化自信

徐尧鹏、王翎芳进入乡村的初衷是想要乡村
的阿姨们提升自身的幸福生活指数。“乡村振兴，
资本进驻之前要先解决村民的问题。村民们的
幸福本源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追求，让自身不再消
极。”王翎芳说。

“翎芳魔境”松阳美食研究室将创新烹饪技
艺和美学生活态度传授给农村妇女，帮助她们打
破自我设限、看到村子之外的精彩世界、学会由
衷的自我认可、唤醒她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
往。希望通过村妇由外而内的自身状态改变，带
动乡村精神风貌的转变。

今年 60岁的村民鲍金红以前不会想到，自
己有一天也可以开开心心地煮咖啡、做吐司。

鲍金红在家中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
家里种植着一亩白茶田。这位在王翎芳看来是

“刀子嘴豆腐心”的阿姨，以前在村里却是总因为
家长里短和别人吵架。而在经过“翎芳魔境”的
授业培训后，鲍金红的精气神儿有了重大变化。
记者见到鲍金红时，她身着一身红色衣裳，外面
围着一条印有俏皮小兔子的黑色围裙，头戴一顶
红帽，容光焕发，很是时尚。“来到这里后特别开
心，每天都很充实。”鲍金红言语之间难以掩饰发
自内心的开心和自信。

创建一种新的乡村生活方式

鲍金红的变化只是众多改变者中的一个缩
影。“鲍金红们”的生活状态是中国广袤土地上农
民生活的真实缩影。只有让农业与文化更好的
结合，农民们能时常有发自内心的富足快乐，才
能从根本上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作为乡村国际化的探索者，“翎芳魔境”在乡
村不懈践行着这样的生活美学：从美食创新、农
村妇女培训、新农村生活三方面入手，重燃这片
土地向往美、守候美的热情，让乡村充满生机和
希望，创建一种新的农村生活方式。

同时，通过帮助农民学会更好地自我挖掘、
自我宣传、自我培训，最终绘制出一张乡村振兴
的美好蓝图：乡村青年返乡创业、农村妇女上岗
就业、乡村精神面貌积极向上、经济发展的美好
愿景。

徐尧鹏导演为实习生授课。

农业与文化结合，让农民有发自内心的富足快乐——

浙江松阳：艺术下乡营造新生活方式

“悦动城乡，多彩临清”走进大辛庄街道前户营居文化汇演现场。 曹原 摄

贵州毕节农闲时节蜡染忙

进入冬季，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的织金县农村进入农闲时节，不
少苗族妇女利用农闲时节进行蜡染，通过自己的一双巧手为家庭
创收。

织金蜡染因其纹路细如毛发在苗族蜡染中独树一帜。不论怎
么复杂的苗族图腾纹样，画娘们纯手工绘制也能做得分毫不差，惟
妙惟肖。几乎所有的苗族女性从小便耳濡目染，学得一手精湛的
蜡染技艺。织金蜡染知名度在提高，订单也纷至沓来。如今通过

“非遗+电商”的发展模式，拥有悠久历史的织金蜡染手工艺品已
经走出国门，远销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真正实现了让织金蜡染手
工艺品走出山乡、致富百姓。

织金苗族蜡染分为蜡画和蜡染两种形式。蜡画是用铜刀（蜡
画工具）醮上高温加溶的蜂蜡，在白布上信手画出花鸟鱼虫、江河
湖泊等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然后绘画者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填以
各种颜色即成。蜡染是将画好的作品通过防染、煮沸、去蜡、漂洗、
花现。蜡迹在染制过程中因皱褶破裂而出现变化无穷、形态万千
的冰纹，即是蜡染最显著的特色。神秘莫测的冰纹使蜡染更具抽
象画派的韵味。 罗大富

湖南隆回举行大型广场舞比赛

11月3日至5日，湖南省隆回县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民广场舞大赛，来自乡镇、社区、村居的35支代表队共1000余人
参加了比赛。舞动隆回，开心自我，大赛进一步激发了全县人民积
极参与广场舞健身运动的热情。图为比赛现场。 罗理力 摄

“没想到这些蝴蝶粘制成画竟
然这么漂亮，若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还真不敢相信这是真蝴蝶。”参加蝶
画培训的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永宁
街道打渔山社区 72 岁老人罗章珍
开心地说。

近日，永宁街道联合纳溪区非
遗办在街道打渔山社区教育学习中
心开展蝴蝶画制作培训，通过非遗
大师王世宏手把手教学，让社区居
民亲身参与蝶画制作，感受非遗文
化的魅力。

“这些蝴蝶都是人工饲养，等它
们自然死亡后，经过后期处理才是大
家现在看到的样子。你看我手里的
书签就是用蝴蝶制作的，漂亮吗？”王
世宏一边给社区群众介绍，一边展示
着一张张精美的书签。

据王世宏介绍，蝶翅画以蝴蝶翅
膀为主要材料，经科学方法回软、展
翅、防蛀、防腐、干燥以及后期制作
30 余道手工工序，可以拼贴成有国
画、油画、水粉画效果的工艺画。蝶
翅画取材于自然，根据不同蝴蝶翅膀
的外形和颜色巧妙组合，形成精美绝
伦的画作，绝无做作之笔，彰显了浓
郁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

“制作蝶画必须要轻，动作轻、呼
吸轻，蝶翅上有磷粉，所以在粘贴到
纸上的时候，必须准确……”培训课
堂上，社区群众认真聆听，仔细观察，
按照王世宏讲解的步骤，居民们学得
有模有样。“没想到蝴蝶还可以制作

出这么漂亮的蝴蝶画，太好看了，我要把做的
蝶画带回去做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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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72岁的老人罗章珍体验蝴蝶画制作。
周超文 雷生 孔露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