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
——中国儿艺走进青海互助县慰问演出

本报记者 王立元

舞剧《诺玛阿美》：再现哈尼族的迁徙史

9 月 8 日，在地处海拔 2700 米的青

海省互助县东沟乡塘拉小学，天空下

起了雨，本就只有 10 度的天气变得更

加湿冷。这样的情况下，儿童剧《小吉

普·变变变》是继续演还是暂停，让演

出组织者犯了难。最终，穿着短袖演

出服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没有任

何犹豫，他们克服高原反应，在雨中依

然精神饱满地演出。9 月 7 日至 10 日，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走进青海省互助土

族自治县进行温暖童心慰问演出。《特

殊作业》和《小吉普·变变变》在 4 天时

间 演 出 14 场 ，2 万 多 名 高 原 上 的 孩 子

看到了儿童剧。

我们应该更早些来这里

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倚祁连山脉，距

北京约 2000 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

治县。为了让互助县乡村和山里的孩

子都有机会接触儿童剧，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带来大剧场剧目《特殊作业》和小

剧场剧目《小吉普·变变变》。

“你们看过儿童剧吗？”开演前，带

队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李小刚

站在台上问大家。“没有。”台下的孩子

和老师一起喊。“抱歉，我们应该更早些

来这里。”李小刚说。

演出开始，音乐响起，孩子们“哇”

地响起了一片欢呼声。《特殊作业》里的

5 名学生接到老师布置的一份特殊家庭

作业——为爸爸妈妈洗一次脚，5 个家

庭不同的洗脚方式表现了 5 个不同的家

庭形态，也表达了同一份情感：爱父母，

会感恩。

引 人 入 胜 的 剧 情 、精 彩 生 动 的 表

演、富有创意的舞美设计，都让孩子们

瞪大了眼睛。换场时，孩子们小声地议

论着：“太好看了，比电视还好看。”一个

小男孩说：“如果我妈妈在，我保证她会

哭得稀里哗啦。”

演出到高潮时，很多孩子开始抹眼

泪。“我回家也要帮妈妈洗一次脚，向妈

妈表达我的感恩。”看完演出，城北小学

四年级的雷燕婷说。

这种温情也感动着《特殊作业》剧

组的每一个人，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普及戏剧的演员马彦伟说：“儿童剧

会激发孩子们对真善美的向往，我们应

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再艰苦也能挺得住

《小吉普·变变变》只有 3名演员和 4

名舞美工作人员，可以深入到学校操场

和普通教室演出。互助县乡村小学的

条件普遍比较艰苦，《小吉普·变变变》

都是露天演出，赶上连续下雨天，演员

演出完浑身上下总是湿漉漉的。可是

演员们说：“我们去过海拔 4000 米的西

藏慰问演出，也去过烈日炎炎的戈壁滩

上进行公益演出，我们知道，越是艰苦

的地方，孩子们越需要我们。”

9月 10日，《小吉普·变变变》剧组一

大早就出发了，这一天的任务是到互助

县最远的一个藏族乡——巴扎乡演出。

巴扎乡在群山怀抱之中，地广人稀，巴扎

乡中心学校从一年级到九年级才有 350

名学生，有些孩子上学要走路两个小时。

尽管是第一次看儿童剧，演员们滑

稽幽默的表演很快把孩子们逗得哈哈

大笑，更引发了他们对神奇“魔法”的兴

趣：他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盯着演员

手中的表演道具——萝卜、毛巾、小勺

等常见的生活物品，琢磨着它们如何一

下子变成了鸭子、鹤和小熊。

演出结束后，孩子们不愿离去，他

们站在操场上依依不舍地看着《小吉

普·变变变》剧组舞美人员拆台装车。

一个孩子问：“小吉普里的消防队员去

哪儿了？还会再来演出吗？”那好奇的

眼神中流露出恋恋不舍。

让更多孩子看到儿童剧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艺术家有一

个共同的梦想——让全中国每一个孩

子都能看到儿童剧。

自 2007 年起，通过“经典儿童剧走

进西部”“文化下乡”等活动，中国儿艺

努力践行着这个梦想，演出足迹已经遍

布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等

12 个省区市，为西部地区的学校、福利

院、社区公益演出 500 多场，50 余万名边

远地区的孩子因此接触到了高质量的

舞台艺术。

此次，为了让互助县更多的孩子看

上一场儿童剧，中国儿艺的两个剧组以

每天演出 2 场至 3 场的频次超负荷运

转。即便这样，互助县中小学校的学生

中也只有一小部分能看上演出，很多学

校的校长在看完演出后表达了让剧组

去他们学校演一场的愿望。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表

示：“在众多的艺术品种中，唯有儿童剧

是以观众对象命名的品种。因为观众

的特殊性，中国儿艺因此多了一份责

任。如果说学校教育是传授知识与技

能，作用于孩子的头脑，而艺术则是通

过精神的陶冶，作用于孩子的心灵。正

是基于这种责任和使命，中国儿艺始终

把创作和演出更多少年儿童喜闻乐见

的优秀作品、不断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

需求作为首要任务。”

面对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孩子

大多有意愿却没有能力花钱走进儿童

剧场的现状，2014 年，尹晓东提出将公

益演出常态化，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一

年演出场次达到 600 多场的情况下，依

然创造机会、挤出时间，到偏远的没有

演过儿童剧的地方进行公益演出。今

年以来，该剧院已经开展了近 50 场公益

演出。

本报讯 （记者刘茜）“心在梦在，

爱在家在，哈尼人走过千山万水走到红

河边，梦中的诺玛阿美在眼前……”我

国首部哈尼族舞剧《诺玛阿美》近日在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演。

感人肺腑的剧情故事、美轮美奂的舞台

呈现，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诺玛阿美”在哈尼族语言里意为

最美家园。该剧取材于红河哈尼族口

述叙事长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以 哈

尼族迁徙为背景，通过哈尼族原来的

巫师贝玛的讲述，凭借该民族独有的

舞蹈语汇，展现哈尼族历经苦难寻找

到心中的“诺玛阿美”——红河南岸的

艰辛历程，再现了哈尼族躬耕梯田、追

求幸福生活的历史画卷，颂扬了百折

不挠的民族精神。该剧由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团长周楚

栋编剧，创作过舞剧《红高粱》等作品

的王舸、许锐共同担任总导演，青年舞

蹈家刘迦和骆文博领衔主演。

该剧创作起源于 2013 年底，是结合

中央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繁荣发展少数

民族文化事业的相关要求，由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精心创

作 演 出 的 。 该 团 已 成 立 64 年 ，其 歌 、

乐、舞的创作一直扎根少数民族艺术

土壤。许锐介绍，他是在一个偶然的

机会读到《哈尼阿培聪坡坡》，感觉很

好。它讲述了哈尼族历史上的多次迁

徙，有人物、有故事，所以选定了这个

题材。但是，他也同时感慨民族民间

舞剧有不 少 创 作 难 点 。“ 民 族 民 间 舞

剧 会 受 到 原 有的舞蹈语汇、民族传统

等 限 制 ，所 以 往 往 以 晚 会 展 示 为 主 ，

舞 剧题材很少，突出舞剧的史诗性、戏

剧性、人物性也更加困难。”许锐说。

创 作 中 ，王 舸 和 许锐共同意识到

并坚持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舞剧要为

“剧”服务、为“人物”服务。“为了把哈

尼族舞蹈本身的特点和民族色彩融入

剧目，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加入了

大段的棕扇舞、铓鼓舞等。棕扇舞在

主人公去世的时候出现，因为它本身

就是哈尼族祭祀亡灵时跳的，而铓鼓

舞是在祭祀的时候跳，在剧中也正好

和人物情感融合在一起。”

“《诺玛阿美》表现了哈尼族寻找、

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更传递了一种必

须抵达的信念。这部舞剧体现了为民

族请命的文化担当。”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于平在观看《诺玛阿美》后

对该剧给予充分肯定。国家一级编导

疆嘎说：“这部剧的成功演出解决了民

族题材的舞剧如何叙述的问题，是一部

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创作 手 法 上 ，《诺 玛 阿 美》也 做

到了精心构思、巧妙编织，将舞蹈语言

融 合 在 歌 、舞 、礼 、乐 、诗 等 艺 术 形 式

中。此外，舞剧还展现了哈尼族原始

的祭祀仪式和四季生产等有独特民族

风情的活动，并结合现代舞台声光电

的运用，赋予舞剧丰富的内涵。北京

舞 蹈 学 院 院 长 郭 磊 说 ：“《诺 玛 阿 美》

的舞台、灯光、演员等所组合表现出的

效果，让人感受到史诗般的震撼。”于

平说：“舞剧自始至终有一种惊心动魄

的视听冲击。音乐、舞台、舞蹈的综合

效应，能让人感觉到民族性格的凝聚

力和民族精神的坚韧性。”云南省文化

厅 艺 术 处 处 长 孙 晋 昆 表 示 ：“ 这 部 舞

剧 结 构 凝 练 ，叙 述 清 晰 ，它 的 交 响 性

和 立 体 性 为 云 南 舞 剧 发 展 提 供 了 很

好的样本。”

本报讯 （记者王晋军）9月11日

至 13 日，2015 中国·五当召文化高峰

论坛在内蒙古包头市石拐区喜桂图

新区举办。近百名国内文化旅游专家

学者、景区负责人围绕“‘一带一路’背

景下的五当召文化力量诠释”的主

题，挖掘五当召深厚的文化旅游资源。

本次论坛由包头市人民政府、中

国文化传媒集团国家文化产业规划

设计研究院、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亚太旅游联合会、内蒙古旅游景

区协会主办，包头市石拐区委、区政

府承办。

论坛围绕五当召宗教与历史文

化的价值定位、藏传佛教与草原文

化融合碰撞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探讨、国内 5A 级佛教景区及其他国

内 知 名 景 区 的 管 理 经 验 探 索 与 交

流、五当召文化旅游开发在石拐区

经 济 社 会 转 型 发 展 中 的 价 值 与 地

位、“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五当召旅

游定位研究、五当召如何走产学研

协同创新发展之路 6 个议题展开广

泛深入的学术交流。

2
2015年 9月16日 星期三本版责编 边思玮 E-mail：zgwhbnews@163.com 电话：010-64275044综合新闻

本报讯 （记者陈径舟）今年是

新文化运动爆发 100 周年，亦是《新

青 年》杂 志 创 刊 100 周 年 。 9 月 14

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箭杆

胡 同 20 号 的 陈 独 秀 旧 居 修 缮 完

工 ，《新 青 年》编 辑 部 也 将 在 旧 居

内复原。

1917 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

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并

迁居至箭杆胡同 20 号（原箭杆胡同

9 号），1915 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编 辑 部 也 从 上 海 移 至 北 京 。 陈 独

秀 旧 居 于 2001 年 被 确 立 为 北 京 市

文物保护单位。虽是文保单位，但

由于历史原因，旧居还住着 6 户人

家 22 位居民，且院内年久失修、私

搭 乱 建 ，经 建 筑 部 门 鉴 定 属 于 危

房 ，存 在 很 大 安 全 隐 患 。 2013 年

初，东城区将陈独秀旧居腾退修缮

工程纳入名城保护重点项目，并于

今年竣工。

在旧居腾退修缮完工仪式上，

陈 独 秀 孙 女 陈 红 希 望 北 京 的 陈 独

秀旧居摒弃浮华，真实地反映陈独

秀当年朴素艰辛的生活状态，并能

开 展 一 些 文 史 交 流 与 讲 座 。 陈 独

秀 旧 居 的 修 缮 、保 护 和 利 用 得 到

了 国 家 文 物 局 副 局 长 宋 新 潮 的 肯

定 ，他 说 ：“ 东 城 区 探 索 将 旧 居 保

护 与 社 区 结 合 ，充 分 发 挥 了 它 的

社 会 功 能 。 名 人 故 居 不 能 脱 离 百

姓 和 社区而成为高雅殿堂，我们要

做的是真实还原一段历史、保存一

段记忆。”

（上接第一版）大连老百姓的粮食和食

品，实行的是定量“配给”制度，名义上

是“配给”苞米面，但实际上发的常常是

难以下咽的橡子面，而且“配给”量很

少，根本不够吃，成年男子每月不足 10

公斤，成年女子每月 8.1公斤，小孩、老人

递减。当局对日本人采取优待政策，定

量供给大米、黄豆。中国人如果通过

“黑市”弄到大米、白面，便是“经济犯”，

一旦被发现就要抓起来。记得那时我

家七八口人，不够吃，母亲为了让孩子

们尽量吃饱，自己却常常躲到一旁啃烂

苹果充饥。我家在大连郊区附近的沙

河口，周围住着很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的穷苦百姓，其中不少是从山东等地逃

难来的，他们平时的艰难超出人们的想

象。到了年关夜晚守岁时，伴随着呼啸

的北风，时时能听到蜷缩在街头的穷汉

发出的凄惨呻吟声。

由于日本统治者野蛮残酷的剥夺，

大连越来越走向萧条和崩溃。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当局对商店实行了所谓

“物价停止令”，对经济实行了更加严格

的统制。那时，父亲按当局的要求，刻

了一枚写有“停”字的小圆章，盖在每件

商品的价格旁边，表明此物价不再变

动。这样一来，本来就不景气的夫妻店

更加萧条，只得关门大吉。父亲从此到

南沙河口的大连机械厂做工去了。

在日本统治者的高压下，大连的中

国老百姓表面上不谈国事，但在私下、在

好友之间，偷偷议论走向穷途末路的日

本统治者，大家都盼望着它早日垮台。

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连就曾

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活动。记

得我还在小学初年级时，看到我家附近

马路上晒了大量被火烧焦了的谷物。那

谷物湿漉漉的，显然是被水浇过。大人

们偷偷告诉我，这些谷物原来存放在大

连码头的仓库里，是有人放火烧的。解

放后，证实这是由爱国进步青年（包括部

分共产党员）组织的“抗日放火团”给敌

人的一次沉重打击。从 1934 年到 1940

年 6 年间，他们先后在大连组织放火、爆

破50余起，日寇遭受巨大损失。

小时候，父亲还给我多次讲述过上

世纪 20 年代，傅景阳领导大连中华工学

会和大连铁路工厂工人罢工的故事，这

是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的。他总是在

确认没有外人的情况下，放低声音娓娓

讲来，而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感到

这位工人领袖很了不起，也很神秘。解

放后，我才知道，那时大连已经有了中

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而且领导过几次

大的斗争。傅景阳就是第一批在大连

被发展的共产党员。日寇统治大连时

期，党的地下组织曾 4 次遭到大破坏。

到了日寇统治后期，大连的中国老百姓

私下传颂着山东八路军神出鬼没打日

本的事迹。人们说到八路军时往往不

说话，仅伸出一只手做一个“八”字，大

家就心领神会了。

我在日本人办的学校上学

日本统治大连时，推行的是为其统

治服务的殖民地教育。当时，它对中国

人和日本人搞的是两种教育：对日本人

实行的是灌输殖民主义思想的特殊教

育，对中国人实行的则是灌输愚民思想

的奴化教育。我上的小学是面向日本人

子弟的“大连霞寻常小学校”，后改名为

“大连霞国民学校”。我上这个学校纯系

偶然。小时候我很顽皮，一天我惹了祸，

遭到父亲责打。恰巧这时，老邻居也是

老主顾王某来我家店铺买东西，看到这

一情景，便对我父亲说：“我的侄子在‘满

铁’的一所幼儿园学习已经一年了。你

为何不把孩子送去呢？”父亲说：“像我们

这样的人家，怎么可以把孩子送到那样

的地方？”王某说：“我替你说说看。”后

来，这事果然成了。我在那所幼儿园待

了两年，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园长就把我

推荐到附近的“霞寻常小学校”。6 年毕

业后要升中学。那时已经取消升学考

试，我便直接进了同样面向日本学生的

“大连中学校”。这所学校里学生绝大多

数是日本人，只有少数是中国人。

那时候，我在家里讲中国话，在学校

则用日语上课。但随着年龄增长，学校

里灌输的一套宣扬“大日本帝国”以及

歧视、贬低或诬蔑中国的思想，常常使

我感到苦闷和不是滋味，对学校里教的

那一套，有时感到格格不入甚至反感。

最 突 出 的 是 学 校 里 上“修 身 课 ”。

从小学到中学，每周两课，都安排在上

午的第一堂，可见当局是多么重视这一

科目。我在中学时，外号“狐狸”的池田

校长专门教“修身”。每次一上来，他就

让学生闭目打坐，鼓吹一通“皇国思想”

“万世一系”“忠君爱国”“大和民族优

越”“圣战必胜”“武运长久”等谬论。我

坐在课堂里，心里很烦，思想常常开小

差，根本不认真听。

还有，每天早晨学校举行“朝会”，

要求全校学生面朝东京“皇宫”方向行

90 度的“最敬礼”，口令是“东方遥拜，最

敬礼”！每当这时，我在心里默念“东方

要败”！其实，当时生活在大连的绝大

多数中国人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同样

是“朝会”，学校还有一着“与众不同”，

就是做早操时，不管五冬六夏，要学生

一律把上衣脱光。夏天可以，冬天寒风

刺骨，真是难熬。为了让学生接受军事

训练，学校里还配备有日本军官。这种

“教练课”是日本中学的必修课。当局

通过这些做法，企图在日本学生中培育

“大和魂”，灌输法西斯思想。

他们对学生的管理也是法西斯式

的。教数学的铃木绰号“W”，这是学生

们按他头发前沿的形状奉送的名字，他

的另一个绰号是“疯狗”。他教的数学，

学生常常听不懂，不懂就要受体罚。我

的数学成绩不佳，有时被叫到黑板前演

算，算错了，也挨过拳头。“W”担任班主

任的那个班，有名中国同学“L”，一天上

学时忘记带历史课作业本便回家去取。

等返回学校时，“朝会”已开始。迟到的

学生被值班生带到列好的队伍后面站

着。那一天说来也巧，“W”那个班级的

学生迟到的最多，在操场上很是打眼。

“W”一看，火冒三丈。“朝会”一结束，

“W”急不可耐地走到迟到的同学面前，

每人“赏”一记耳光。但是，唯独对“L”

“罪加一等”“严惩不贷”，“L”的头部、面

部遭到暴风雨般的猛烈袭击。那时，我

暗暗想：为什么偏偏对中国同学这样残

酷呢？这不是对中国人的歧视是什么？

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投降了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前，我

在学校里也能感受到日本人已惶惶不

可终日。那一年，我上中学二年级。一

开学，就发现很多老师不见了。后来听

说尽管他们年纪较大，但由于兵员奇

缺，也被征去当兵了。学校里虽然来了

几个生面孔的老师，但他们也不正经上

课，天天强迫学生“勤劳奉仕”——挖

“防空”用的“蓄水池”。过了一些日子，

班级里有几个狂热的“忠于皇国”的日

本学生也突然不见了，他们竟去投考

“预科练”的少年航空兵，准备充当“炮

灰”。8月 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出兵东

北，学校当局又拉二年级的学生去挖企

图阻挡苏军坦克的所谓“战车壕”。说

实 在 的 ，无 论 是“ 蓄 水 池 ”还 是“ 战 车

壕”，都不过是儿戏，根本无济于事。

8月 15日上午，我们正在工地劳动，

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们列队到附近的下

藤小学校操场 听 中 午 的“ 重 大 广 播 ”。

中午，从扩音器里传出了刺耳的杂音，

间或听见有一个人在讲话，但不知是

谁在讲什么。由于校方要求学生都低

下头听广播，所以猜测是日本天皇讲

话。我们稀里糊涂地听完了广播，又

列队返回工地吃午饭。有几个日本学

生去本校打热水，听到新闻广播，知道

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

投降。他们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告诉

大家这个消息。我们几个中国学生真

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小日本，这

一下子可完蛋了。我们终于盼到了这

一天。”但是，当时日本的武装还没有

被解除，我们只能把无比的喜悦藏在

心里，还不敢表露出来。该死的“勤劳

奉仕”，立即收了摊儿。

从此，我永远告别了日本殖民者办

的大连中学。大连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人民重见天日。 （黄 悦 整理）

北京陈独秀旧居修缮完工

2015中国·五当召文化高峰论坛举办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

得尔图）9 月 11 日，内蒙古自治区召

开全区长城保护工作会议。内蒙古

自治区副主席刘新乐出席会议，并

与各盟市相关负责人签订了《长城

保护工作责任状》。

刘新乐说，加强长城保护是党

中央、国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区各盟市

和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切实增强长城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充分认识长城保护工作的

艰 巨 性 和 复 杂 性 ，遵 循“对 历 史 负

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开展

好长城保护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和有关部

门将坚决纠正破坏文物、违法建设、

过度开发等违法行为，严肃处理涉

案单位和责任人员。此外，为发挥

基层长城保护员的作用，根据《内蒙

古自治区加强长城保护工作的实施

意见》，在每个长城沿线旗县（市、

区）的重点苏木乡镇、嘎查村，建立

一定数量的长城保护工作站，由长

城保护员对长城进行定期、定点、定

时的常态性巡查、看护。内蒙古自

治区文化厅厅长佟国清强调，各盟

市要及时研究部署，按照《长城保护

工作责任状》加强对长城保护工作

的领导，贯彻落实《长城保护条例》

和《内蒙古自治区加强长城保护工

作的实施意见》规定的“整体保护、

分段管理”原则，把长城保护的职责

层层分解纳入责任目标。

内蒙古召开长城保护工作会议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9 月 11

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举办全

国音乐创作座谈会。中国音协名誉

主席傅庚辰，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

徐沛东等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由中

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

书长韩新安主持。

座谈会上，傅庚辰结合自己近

70 年的音乐生涯谈了创作体会。他

说，音乐创作要吃透作品的主题思

想，吃透作品的艺术风格。在创作

中，现代技法中国化、音乐语言民族

化、音乐结构科学化是应该遵循的

三个规律。同时，音乐创作应雅俗

共赏，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创作。

叶小钢表示，对于音乐创作而

言，创新是竞争力，内容是竞争力。

音乐工作者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创作出有个性的作品，应加强民族器

乐创作，将西方音乐类型和技法与中

华文化精神相结合，并重视音乐的传

播渠道，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文艺

要真善美，不然老百姓不理你。”徐沛

东表示，创作是立身之本，音乐创作

者要成为时代文艺的引领者。

中国音协举办音乐创作座谈会

藏羌文化铺就阿坝文化旅游发展之路
（上接第一版）

统计数据显示，阿坝州 2014 年

接待游客 2876.17 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 242.7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5.6%、24.1%。其中，入境游客 14.83

万人次，实现外汇收入 3197.38 万美

元，分别增长 15.9%和 13.1%；九黄机

场进出港航班 15789 架次，旅客吞

吐量 170.07 万人次，分别增长 10.0%

和 16.5%。

阿坝旅游业为何有今天的蓬勃

发展景象？阿坝州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原副局长庄春辉曾撰文指出，主

要因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时就将旅

游业定位为主导产业和优先产业，并

在重建过程中重视生态恢复，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注重可持续发展，为阿

坝旅游业的包容性增长和再生性跨

越创造了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发展文化

产业的优势所在。

“‘神奇阿坝·藏羌文化’的旅游

主题形象逐渐深入人心。”阿坝州文

化 广 电 新 闻 出 版 局 副 局 长 何 志 芬

说。这位今年 7 月履新的“70 后”藏

族 女 性 ，虽 然 自 谦“ 不 太 懂 文 化 产

业 ”，但 作 为 一 名 文 化 系 统 工 作 人

员，深谙阿坝州委、州政府建设“国

际 旅 游 目 的 地 ”的 战 略 目 标 ：2016

年，力争实现年接待游客 2300 万人

次左右，入境游客突破 100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达 250 亿元左右。就

这一点而言，文化与旅游在阿坝是

天然融合的。

本报讯 9 月 19 日至 10 月 7 日，

中俄油画艺术创作高级研修班结业

展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美

术馆、陈列馆和美门艺术馆等的 12

个展厅集中展出。本次展览将汇聚

中俄油画艺术创作高级研修班 41 位

学员的 300余幅优秀作品，以及 13位

中俄导师的 30余幅作品。

迄今历时一年的中俄油画艺术

创作高级研修班，是中国艺 术 研 究

院 和 国 家 外 国 专 家 局 的 重 点 引 智

项 目 ，由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中 国 油

画 院 和 俄 罗 斯 列 宾 美 术 学 院 联 合

举 办 。 作 为 全 面 真 实 展 现 此 次 高

级 研 修 班 一 年 来 的 创 作 研 究 成 果

的 重 要 展 示 ，该 展 将 从 艺 术 作 品

的 研 究 性 、写 生 性 和 创 作 性 三 部

分 呈 现 ，展 览 作 品 均 是 研 修 班 学

员 完 成 的 高 水 平 结 业 作 品 ，是 基

于 大 量 的外出写生、课题研究和个

人艺术累积而创作完成的。

（艺 文）

中俄油画创作高研班结业展将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