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高行镇创新陶瓷艺术

本报讯 （记 者 洪 伟 成）5 月

20 日至 6 月 1 日，由上海市浦东新

区高行镇人民政府主办的“大师之

路——宜兴民盟陶艺、书画精品展

（上海浦东巡回展）”在高行镇文化

活动中心举办。

展览设紫砂、青瓷、彩陶、雕塑、

书画等 8 个类别，共计展出作品 200

余件，既有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精

品，也有新生代的杰作。

近年来，高行镇积极引进宜兴紫

砂艺术领军人物，帮助社区居民了解

紫砂艺术的传统技艺。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陶艺专家蒋国兴在这

里开设了大师工作室，他创造的“沪

上彩陶”制作技艺，以及用这种技艺

制作的陶板，形成了全新的陶瓷装饰

组合——陶瓷壁挂，目前已被成功运

用到东方艺术中心、上海轨道交通等

沪上大型公共建筑空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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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7 日，青海省人

民 政 府 新 闻 办 公 室 举 行 发 布 会 ，

6 月至 9 月，青海省将举办 2017 青

海文化旅游节，52 类 276 项重点活

动推介青海文化旅游资源。

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党

组书记、厅长高玉峰介绍，2017青海

文化旅游节注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在彰显青海文化特色的同时探

索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新模式。

活动尤其注重挖掘具有青海民族特

色的文化资源，以此为契机培育乡村

文化骨干，提升乡村文化内涵。

2017 青 海 文 化 旅 游 节 以“ 绿

色、和谐、融合、创新”为主题，活动

由开（闭）幕式、文化活动季、旅游

活 动 季 、体 育 活 动 季 四 大 板 块 组

成。其中，文化活动季将开展“书

香青海·全民阅读”“大融之美·文

化青海”等系列活动，各市（州）、县

还将举行 117项特色民俗活动。

（蔡文斌）

276项活动推介青海文化旅游资源

端午假期，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

古韩镇西垴头村一派热闹祥和气氛，

多年外出工作的村民纷纷回乡，不管

是修葺一新的小文化广场上，还是乡

村文化大院里，和着优美的旋律、迈着

轻盈的舞步，大家伙儿凑在一起跳起

来、唱起来。村民杨志霞深有感触地

说：“现在村里看书有农家书屋，跳舞

有文化广场，看戏有送戏下乡，生活

真美。”

西垴头村的热闹场景折射出襄

垣县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近年来，

襄垣县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

把乡村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强县的强

力 举 措 ，不 仅 丰 富 了 农 民 的 文 化 生

活，也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使村

风民风更加淳朴。

村村皆有“风景”

走进襄垣县虒亭镇温家庄村，文

化气息扑面而来。临街墙面、小广场

四周、新建的文化长廊，绘有活泼灵

动的漫画、诠释古典诗词意境的国画

和油画等，异彩纷呈。

襄垣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

县长桑爱平介绍，襄垣县充分挖掘各

村传统文化，将乡土文化、民风民俗

等特色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取得

很好成效。

与温家庄村一样，襄垣县 328 个

行政村，村村皆有“风景”。在虒亭

村，鱼跃龙门、葫芦娃等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神话传说故事被

绘制在很多墙面上；西垴头村的孝顺

媳妇、道德模范、致富能手的图片和

事迹登上徳孝文化墙；在王桥村，红

色革命画卷成为乡亲们建设美丽家

乡的生动教材；小堡底村废弃的无线

电器材厂内，动漫涂鸦与工业遗址有

机融合，成为当地文化爱好者向往的

艺术区……

“ 将 文 化 艺 术 融 入 美 丽 乡 村 建

设，不是要大拆大建，而是利用闲墙

空壁、公路挡墙，用油画、国画、3D 画

和艺术涂鸦等形式，打造内容丰富、

赏心悦目的文化墙，一村一主题、一

村一特色，让乡亲们更容易接受。”桑

爱平说，全县 10 多个种类的乡村文化

艺术墙共有 5000余平方米。

百姓乐享文化福利

5 月 26 日，襄垣秧歌剧团的传统

秧歌戏《杨门女将》《大宋巾帼》在襄

垣县太平村上演。朗朗上口的唱段、

流畅明快的曲调、惟妙惟肖的角色，

让老戏迷过足戏瘾，很多年轻人还用

手机拍下精彩片段分享到微信朋友

圈。70 多岁的刘贵方说，年轻时他就

喜欢看戏，听说剧团来送戏下乡，他

和一帮老伙伴们早就期盼着了。

“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

家更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送戏下

乡非常受欢迎。”太平村党支部书记

王广智说。

围绕“一台戏、一次文化活动、一

场电影”的“三个一工程”,襄垣县先

后出台了《襄垣县优秀文艺、文学创

作出版奖励办法（试行）》《襄垣县关

于扶持襄垣秧歌剧团送戏下乡的实

施方案》等政策，通过实施政府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的措施，以财政补贴的

方式送戏下乡。从 2016 年起，襄垣

县每年财政计划拨付 300 余万元，用

于送戏下乡活动，受惠群众达 15 万

人次。

送戏下乡，要送好戏、送百姓喜

欢的戏。襄垣秧歌剧团书记崔怀鹏

说，襄垣秧歌产生于明末清初，至今

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其板式齐全、唱

腔优美、内容丰富、通俗易懂、表演幽

默且乡土气息浓厚。2008 年，襄垣秧

歌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襄垣秧歌在当地观众基础深

厚，不仅传统戏受欢迎，贴近当代生

活的新编戏也很受好评。

据介绍，近几年，襄垣县创作排

演的新编 大 型 历 史 剧《法 显》《豫 让

与 襄 子》和 新 编 现 代 戏《山 村 女 支

书》以及电影《村官段爱平》等一批

作 品 送 到 了 群 众 家 门 口 ，受 到 村 民

的交口称赞。

“ 让 优 秀 文 艺 作 品 真 正 走 入 群

众，丰富乡村百姓文化生活，满足群

众文化需求。”襄垣县县长胡三虎表

示，县里今年会继续加大送戏下乡力

度，让优秀文化润泽乡村精神家园。

乡村文化记忆链条正在形成

老车站、老油库、供销社……位

于县城内府西街的襄垣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体验馆，通过文字、照片、音

像、动漫、模型等形式，生动形象地

展示了襄垣多项非遗资源。

这是山西省首家以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内容为主题的公共文化展

示体验馆。襄垣县在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的同时，在山西省率先实施

了“乡村文化记忆工程”，搜集整理全

县 2200 余项民间非遗资源、十大类近

4000 条信息、89 本老剧本曲谱、817 件

实物，建设了山西省首家非遗资源数

据库。

“梦里老家，乡愁韵味。”今年“五一”，

在太原工作、年过五旬的刘留柱回到

强计村，乡愁乡韵让他感慨颇深。

“我们还建立了乡村文化展示馆、

乡镇文化记忆展览馆，集乡土建筑、村

情、村史和乡村民俗为一体，实物结合

图文，将散落民间碎片化的乡村文化

记忆串联集成。”襄垣县委书记张志刚

说，县城举龙头、乡镇强龙身、村子舞

龙尾的工作思路，形成了互为依托、相

互衔接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

馆——乡镇文化记忆展览馆——乡村

文化展示馆”文化记忆链条。

本报讯 近日，西藏林芝巴松

措生态人文环境、功能规划与模式

运营实施方案发布。

根据方案，巴松措及周边区域

将在对自然环境最小化使用和消

耗的前提下，坚持以人文自然、环

境自然为本，加强具有地域特点的

旅游产品设计 与 开 发 ，用 特 色 产

品和具有吸引力的服务提升文化

旅 游 、生 态 旅 游 等 的 品 质 和 经 济

价值。

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境内的

巴松措，是集雪山、湖泊、森林、瀑

布 、牧 场 、文 物 古 迹 、古 村 落 于 一

体 的 国 家 4A 级 景 区 。 除 了 旖 旎

的 自 然 风 光 ，这 里 还 拥 有 唐 代 建

筑 措 宗 工 巴 寺 等 名 胜 古 迹 ，以 及

工布地区唯一完整保存工布藏族

传统村落布局、民居建筑风格、民

俗文化的古村落——错高村。

工布江达县委书记甘丹平措

表 示 ，“大 巴 松 措 旅 游 区 ”将 以 巴

松 措 风 景 区 为 核 心 、尼 洋 河 风 光

带为主线，打造 3 条多产品形态的

旅行线路，把全县 50 余处大小景

点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和运营渠道

整 体 推 广 ，在 不 破 坏 古 村 落 自 然

景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自

然 环 境 的 消 耗 ，实 现“集 美 自 然 、

绿色发展”。

据悉，2016 年，工布江达县以

巴松措为纽带，以生态旅游文化景

点为支撑，着力打造包括历史文化

游、农业观光游、生态休闲游等在内

的 6 张旅游名片，做到与城乡建设、

土地利用、文物保护、生态保护等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匹配。2016 年，

工布江达县共接待游客 86.5 万人

次，同比增长 47.7%；旅游收入 2.77

亿元，同比增长 77.5%。 （巴 文）

本报讯 6 月 3 日 ，由 中 国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协 会 和 广 东

省 汕 头 市 政 协 主 办 的“ 存 绝 艺 ，

扬 潮 风 —— 杨 坚 平 潮 汕 非 遗 传

统 工 艺 设 计·收 藏 展 ”在 汕 头 市

博物馆开幕。

潮州木雕、潮州剪纸、潮绣以及

陶 塑 、泥 塑 、麦 秆 画 、铁 枝 木 偶 等

1000 余件潮汕民间手工艺术品集

中 亮 相 。 潮 州 木 雕 的 制 作 程 序 、

潮绣纹样和针法技艺等许多散落

民间的非遗珍宝首次向社会公开

展出。

工艺美术家杨坚平是土生土

长的潮汕人，从事传统工艺设计与

理论研究 68 年，在潮州木雕和刺绣

创作设计领域硕果累累。他设计

的潮绣《九龙屏风》、通锦绣《春满

南 国》曾 获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品 金 杯

奖 ，编 著 的《潮 州 民 间 美 术 全 集》

《潮汕工艺美术》荣获第五届国际

潮学奖特等奖。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分 别 授 予 他“ 工 艺 美 术 终 身 成 就

奖”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薪传奖”。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到 7 月

28日。 （刘林杰）

本报讯 （记者杨晓华）5 月 28

日，记者从田汉研究会获悉，该研

究 会 正 在 筹 备 举 办 纪 念 座 谈 会 、

学术研讨会、文艺演出、田汉戏剧

节 等 系 列 活 动 ，以 纪 念 2018 年 田

汉诞辰 120 周年、逝世 50 周年。

田 汉 是 我 国 著 名 的 剧 作 家 、

电 影 家 、小 说 家 、文 艺 活 动 家 和

教 育 家 ，是 中 国 新 文 艺 事 业 的 开

拓 者 和 奠 基 人 之 一 。 田 汉 幼 而

聪 敏 好 学 ，长 而 刻 苦 奋 进 ，在 中

国 现 代 文 化 史 上 留 下 深 刻 足 迹 ，

一 生 创 作 话 剧 、歌 剧 60 余 部 ，电

影 剧 本 20 余 部 ，戏 曲 剧 本 24 部 ，

歌 词 和 新 旧 体 诗 歌 近 2000 首 。

田 汉 是 伟 大 的 爱 国 主 义 者 ，他 容

含 时 代 风 云 以 饱 满 激 情 作 词 的

《义 勇 军 进 行 曲》成 为 新 中 国 的

国歌。

5 月 29 日，田汉研究会书画委

员会还举行了成立大会和首次书

画笔会暨端午雅集。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以“全

民迎全 运 文 化 惠 万 家 ”为 主 题

的天津市第二届市民文化艺术节

日前在天津文化中心大剧院拉开

帷幕。

本届文化艺术节由天津市文

化广播影视局主办，天津市群众艺

术馆与天津各区文化广播电视局

（文化和旅游局）共同承办。

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上举办了

大型广场舞展演，接下来陆续开展

迎 全 运 文 化 系 列 活 动 、京 津 冀 及

区 域 文 化 交 流 、公 共 文 化 品 牌 活

动 、全 民 阅 读 和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宣 传 展 示 五 大 板 块 40 项 市 级 活

动 ，包 括 天 津 市 少 儿 舞 蹈 大 赛 、

“南 开 杯 ”新 广 场 舞 大 赛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泥 面 塑 大 展 、民 俗 文 化

邀 请 展 、“银 达 子 杯 ”河 北 梆 子 票

友 群 英 汇 、“东 丽 杯 ”梁 斌 小 说 评

奖、“和平杯”京剧小票友邀请赛、

第五届读书节暨京津冀阅读推广

交 流 展 示 、“走 近 大 师 ”非 遗 公 益

讲座和第八届天津相声节等精彩

活 动 。 此 外 ，天 津 各 区 也 广 泛 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民 风 画 韵 润 襄 垣
本报驻山西记者 郭志清 通讯员 赵东明

潮汕非遗珍品亮相汕头市博物馆

纪念田汉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将办

天津市第二届市民文化艺术节精彩纷呈

西藏巴松措全域旅游生态发展规划发布

5 月 27 日，云南省首个阅读小

镇产业发展项目——花千谷阅读

小镇揭牌仪式在昆明举行。据了

解，这是全国首个以全民阅读为主

题的阅读小镇。

“花千谷阅读小镇”是云南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依托昆明新知集

团 实 施 的 发 展 项 目 ，从 2001 年 开

始 建 设 ，目 前 已 建 成 森 林 水 岸 书

店、韶山书院、四合院图书馆、圆顶

阅读空间等 7 个阅读空间，以及 10

余公里的森林步道。

图为市民在阅读小镇的小花

园看书。

本报驻云南记者 肖依群/文

杨国勤/图

“春花秋月车正兴，放眼街头又

添新……”河北省石家庄市光华路与

华清路交叉口南侧路西，有一个修车

摊，修车师傅王海军今年 65 岁，小学

没毕业的他 4 年前开始学写诗，摆弄

车轮子的间隙读书不辍，写下上千首

诗，题材有春花秋月、人情世故、国家

大事……在大力推进全民阅读的氛

围中，石家庄这样爱阅读的人群不断

涌现。

阅读达人真不少

原 籍 内 蒙 古 的 王 海 军 13 年 前

随 大 女 儿 迁 居 到 石 家 庄 。 他 说 ，爱

上 诗 词 是 因 偶 然 从 广 播 中 听 到 一

残疾女孩写诗的故事，很触动。“年

轻 时 忙 于 生 计 ，无 暇 顾 及 爱 好 。 如

今 想 将 经 历 、梦 想 和 感 悟 用 诗 词 抒

发出来。”王海军说。

为圆诗词梦，王海军从头开始学

习，《唐诗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是

他的最爱。“创作灵感都源于生活，家

庭 、邻 里 、风 景 等 元 素 都 是 创 作 对

象。几年下来写了近千首诗。”为更

好 地 体 验 生 活 ，他 摆 起 自 行 车 修 理

摊，在服务他人、补贴家用的同时，寻

找创作素材。

半年前，王海军还在修车摊旁树

梢上挂了块小黑板，将自己的诗词写

在上面，与人分享，也请人指点。这

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很多人

热情地过来讨论互动。爱好为我的

人生打开了新的窗口。”

和王海军一样，石家庄市于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开展的首届寻

找 阅 读 达 人 活 动 的 候 选 人 中 有 农

民、工人，也有学生、工程师。典型

例子如农民工王会军通过阅读考入

平 山 县 文 化 馆 ；农 家 女 郝 崇 书 通 过

阅读成为一名作家，完成了 300 余万

字的写作……

据悉，为满足群众的需求，石家

庄将大力规范基层书屋、书店；制定

农民阅读指导服务计划，用 2 年的时

间优化完善 4092 家农家书屋的资源

配置，使之成为农民的文化纽带和精

神家园；开展社区书屋试点，2017 年

底前建成 10 家社区书屋，并逐步推广

至市内主城区 499个社区。

青少年爱上读书

在石家庄市金马小学教育集团

金马校区五年级的一个教室，学生们

正在齐诵《少年中国说》；在另一间教

室里，学生们正随着古筝的伴奏唱着

《离骚·橘颂》的译文：“橘啊，你这天

地间的佳树，生下来就适应当地的水

土……”

“孩子们特别喜欢这种方式，他

们班已经学会了 200 多首古诗词的吟

唱。”金马小学教育集团校长袁冠贤

介绍，学校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学习和传承，不仅体现在阅读课上，

也渗透到各个学科的教学中。

这样重视阅读又卓有成效的学

校在石家庄不止一所。神兴小学教

育集团不仅实施了“三二三”阅读工

程，还建立了书香班级、书香家庭、读

书之星、书香教师的评价制度，迄今

有 200 多名学生获得过读书之星的

称号，12 个班级获得过书香班级的

称号，10 名教师获得过书香教师的

称号，56 个家庭获得过书香家庭的

称号。

“石家庄市将深入推进书香校园

的建设，充分发挥校园在全民阅读活

动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丰富多彩的

内容和生动贴近的形式，推动亲子阅

读、家庭阅读、校园阅读、城市阅读活

动 的 开 展 ，让 阅 读 成 为 一 种 生 活 常

态。”石家庄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张秀

芳说，从 2017 年上半年开始，石家庄

将开展“百个书香校园”“百个书香社

区”“百个书香村镇”“百个书香单位”

和“百个书香家庭”评选活动，激发全

民阅读热情。

全民阅读氛围好

石家庄全民阅读活动始于 1997

年，是全国较早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

城市之一。多年来，石家庄全民阅读

活动紧紧围绕年度主题阅读目标，开

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取得了明

显成效。

“燕赵讲坛”和“石图讲堂”每年

举办阅读活动和系列讲座 200 余场，

已成为市民的第二文化课堂；组建了

全国第一个实现全卖场借阅服务的

读者俱乐部，累计发展会员 11 万人，

借阅量达 1200 余万次；连续举办了

10 届青少年读书节，覆盖全市 248 所

中小学，参与活动累计达到 300 万人

次；先后为老年人和各类特殊群体推

荐优秀出版物 100 余种，累计捐赠各

类图书达 5 万余册……这些活动让

石家庄“人人爱读书，处处飘书香”的

氛围日渐浓厚，参与读书的人数逐年

提升。

但 石 家 庄 并 没 有 因 此 故 步 自

封。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武汉、杭

州、宁波、深圳等城市相比，石家庄的

基础设施数量还不多、档次还不高，

综合阅读率相对偏低，读书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还有待加强。

2016年，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作

出了《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

2017 年、2018 年，石家庄将通过大力

加 强 公 共 文 化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开 展

“书香石家庄”系列活动，“烘热”全

民 阅 读 社 会 氛 围 ，力 争 参 与 全 民 阅

读活动的人数达到 600 万，图书阅读

率达到 60%以上；力争再经过 3 年至

5 年 的 努 力 ，叫 响“ 书 香 石 家 庄 ”品

牌 ，基 本 形 成 与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发 展 要 求 相 适 应 的 以 人 为 本 、面 向

基层、惠及群众、兼顾重点的全民阅

读 推 广 服 务 体 系 ，参 与 全 民 阅 读 人

数和图书阅读率跨入全国先进城市

行列。

书 香 飘 溢 石 家 庄
本报记者 王立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