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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窗休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日前，2022“中德国际云端
音乐节”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州立歌剧院开幕。活动旨在庆祝
中德建交50周年，促进中德文化交流持续发展、增进两国
人民相互了解、推动两国文化艺术创新。

开幕当日，三位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校友，旅德青年指挥
家李昊冉、旅奥女高音歌唱家王欣和旅瑞琵琶演奏家俞玲玲
携手德国下萨克森州州立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举办了开幕
会交响音乐会。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表示，在中德建交50周年之
际，中德音乐家用音乐共同祝贺中德友谊长存有着特殊的意
义。未来双方将继续在音乐艺术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中国驻汉堡总领事丛武表示，此次“中德国际云端音乐
节”为两国民众带来了更多相互了解的契机。希望双方以乐
为媒，深化友谊，加深互信互融，携手开创美好未来。

德国下萨克森州州立歌剧院院长兼（欧洲）国际文化
交流合作协会常务副主席兼艺术总监姚瑶表示，台上排
练、演出的中德音乐家以及幕后服务的两国工作人员都非
常和谐、团结。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才能奏响
最美妙的音乐，共同打造完美的音乐盛事。

据悉，2022“中德国际云端音乐节”还将为中德及全
球观众带来“线上主题论坛&讲座”、多城“国际音乐线上
大师班”“中德校友室内乐音乐会”等活动内容。

该音乐节由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学
院、德国下萨克森州州立歌剧院、（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
作协会、德国厄尔士歌剧院联合主办。

2022“中德国际云端音乐节”在德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李寅峰）近日，一场以反腐倡廉为主题
的农民画云展览在网上引来诸多网友的关注。一幅幅出自农
民画家之手的画作《盛世高歌唱廉曲》《风清政廉》《阴与
阳》《廉政为民》汇总在《风清气正新征程》的大标题下，
生动活泼而又富有深意。

据悉，该展由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中共射阳县委联合举
办，从征集之日起短短半个月，收集并展出来自北京、上海、新
疆、江苏、江西、河南、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等省（自治区、
直辖市）86个县（市、区）的投稿近800幅。

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董振礼表示，在党的二
十大上海团分组讨论会场上，二十大代表、金山区委书记刘
健展示的一幅金山农民画——《金山“三个百里”图》得到
与会代表的关注。经媒体报道后，更是鼓舞了全国的农民书
画工作者。“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国农民书画正是中国精神、中国
形象、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凸显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表
达方式。农民画在赋能农文旅体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着重要作用。”董振礼说。

此次画展旨在以农民画艺术弘扬廉洁理念、展示时代风
采，呼吁社会各界风清气正踏上新征程、铸就新辉煌。

《风清气正新征程》农民画云展览举办

产业让非遗引“经济”

在湖南，有一座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如今
家喻户晓，那里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
垣县十八洞村，也就是 10年前“精准扶
贫”的首倡地。从深度贫困到乡村振兴，十
八洞村的10年致富路，离不开传统非遗手
工艺品的市场化改革。

来到十八洞村一座木质吊脚楼前，宽阔
的小广场上摆着十几个大笸箩，里面一圈圈
排列着颜色多样、图案新颖的苗族团扇，几
位大姐阿姨，甚至上了年纪的奶奶，围坐在
一起制作苗绣。抬头看去，吊脚楼上挂着

“苗绣乡村振兴非遗工坊”字样的牌匾，这
里就是十八洞村苗绣技艺的传承基地了。

“你们看，我买了几件东西！”全国政协
委员、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向大
家展示他的“收获”——苗绣工艺的团扇和
饰品。“苗绣，能把我们对传统手工的回
忆、日常生活以及乡村旅游多方结合起
来。”如此令人“眼前一亮”又价格公道的
手工艺品，在王亚民委员的“推介”下，又
吸引了很多人前去购买。

然而，当大家以为王亚民委员只是将苗
绣买来留作纪念时，他却已经和苗绣工坊的
负责人聊起了文化创意产业合作。“要将大
家记忆中的手工艺融入新时代人们的生活
中，才能让它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王
亚民说。

当地工作人员介绍，“精准扶贫”提出
后，十八洞村组建了苗绣、猕猴桃、黄桃、
中药材种植等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了
十八洞村游苗寨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花
垣县十八洞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十八洞山
泉水有限责任公司等4个公司，因地制宜确
定了劳务经济、特色种植、苗绣、乡村旅
游、山泉水加工5大产业，形成产业扶贫合
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
变。

据统计，十八洞村人均收入由2013年
的1668元，增加到2020年18369元，共脱
贫136户 533人，贫困发生率由56.76%减
少到无返贫和新致贫发生，摘掉了贫困村的
帽子，实现了整村脱贫。

工坊让非遗“活起来”

近年来，非遗产业不断创新发展，依托
非遗代表性项目或传统手工艺，开展非遗保
护传承，带动当地人群就地就近就业的各类
经营主体和生产加工点“非遗工坊”应运而

生。“你们这里也成立非遗工坊了吗？”“是
怎样的运营机制？”每到一个非遗特色项目
展示处，委员们与传承人交流时，一定会问
到这些问题。

就比如苗绣非遗工坊，它是集苗族文化
挖掘、苗绣传承及创新为一体的民族文化企
业。创立者陈国桃表示，她希望能够通过苗
绣产业带动当地乡村妇女实现居家就业，让
她们既能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又能传承家乡
的苗族文化。

传统工艺能否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
条件，适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追求，是
非遗“活起来”面临的一项挑战。委员们
认为，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还
是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比如，山东烟台一
位传承人将传统的平面剪纸创新为立体形
态，制作了夜灯、屏风等文创产品后，深
受消费者喜爱，她所成立的非遗工坊，年
利润可达上百万元。

随着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非遗产品的
销售也走上了“快车道”。在齐鲁文化（潍
坊）生态保护区综合传承教育实践基地，有
一个专门为非遗手工艺品线上销售打造的区
域——手造直播中心。在那里，非遗传承人
化身网络主播，对着专业的直播设备介绍手
中的产品，屏幕下方不停滚动着“主播手里
拿的是什么”“怎么卖呀”“我来了，支持一
下”等留言，传承人也用流行的“话术”告
诉大家：“想要我手里这个‘瓷叫虎’的朋
友，请拍25号链接。”

同样的场景，委员们在烟台市非遗文化
馆也见到了：剪纸、面塑、胶东花饽饽等，
都走上了各大网络平台，通过官方账号进行
展示推广。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每周直播
两三天，每次2至4小时，收获了不少粉丝
的支持。

除成立工坊外，一体化运营的文化体验
馆也为非遗产业模式创新助力。在湖南，为
湘西非遗保护传承而建立的矮寨民族文化体
验馆，可以“一站式”体验苗族非遗。游客
可以居住在苗族非遗工艺打造的木质民宿
中，品尝具有湘西特色的餐饮和茶水，欣赏
苗银展览，购买衣服、手包、围巾等苗绣制
品，抑或带几贴苗药膏药回家送长辈亲友。
衣食住行，所见所用无不是非遗，在深度体
验中帮助非遗产品走向市场，促进区域旅游

发展的创新模式成效显著。

文化让非遗“传下去”

传统师父徒弟“传帮带”是非遗传承的主
要模式，在山东，非遗传统工艺通过创意新
造，被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山东手造”，推动
非遗活态传承新模式。在潍坊十笏园非遗空
间，非遗传习研学正进行得火热，不仅有传承
人现场带徒授课，还有非遗技艺培训班，以及
儿童兴趣体验班。

曾推动中国篆刻艺术申遗的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院长骆芃芃认为，
单纯的非遗技艺培训班是不够的，非遗“传下
去”需要建立一个体系，通过学校进行普及，
吸引年轻人，从而更好地促进非遗传承人保护
和传承工作的进行，提升传承发展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
院长牛克成关注到，《“十四五”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规划》中提出“推动将非遗融入国
民教育体系”，由此，他建议将非遗分层级进
行教学，“比如河北将皮影戏带进课堂，就可
以分级教学，小学时期告诉孩子皮影戏是什
么，到了中学学习皮影的制作，皮影戏的完
整表演体系则可在大学时期学习。”在他看
来，不同阶段的学生思维和能力不同，按需
匹配分级教学，能够为非遗传承设定更加科
学的机制。

“最近河南卫视 《唐宫夜宴》《芙蓉池》
等几个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节目广受欢迎，我
们不妨将其借鉴到非遗传播上。”全国政协委
员、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认
为，自媒体时代，传播方式不像过去制作电
视节目那么复杂，通过网络、新媒体进行传
播，可以使非遗文化广泛传播，促进它在民
众中的交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
以亲身经历举例，他曾在参加国际书展中国主
宾国活动时，发现雕版印刷体验项目深深吸引
了外国学生、游人甚至政府首脑的关注，大家
排着长队，争相体验，一张宣纸放下，一按、
一刷，一张年画就出来了，仅仅这一个非遗体
验项目就带动了整个展览的人气。“希望我国
对外文化交流的重大项目中，要引进非遗体验
活动，用非遗讲好中国故事，用文化推动非遗
传承，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吴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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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金玉）为更好地推广全民健身志愿服
务典型案例，将志愿服务理念植入全民健身实践，发展以人
民为中心的全民健身事业，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组织开展
的2022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库征集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

本次项目库征集活动是继2021年之后开展的第二次征
集，将继续充分挖掘各地、各单位在推进志愿者队伍建设、
开展志愿服务实践中形成的好做法与好经验，推出、推广一
批受群众欢迎、有影响力和带动力的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总
结推广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工作成果和先进经验，强化典型示
范作用，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水平，助力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持续健康发展。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中提出，要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指导群众更好科学健身，促
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虽然类型不
一、受众不同，服务方式和特色各异，但为老百姓提供实实
在在的全民健身服务的初心和本质是相同的。全民健身志愿
服务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为人民群众丰富赛事供给、提供
科学指导、健全健身组织、提供健身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能力，助力体育强
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推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

活动面向全国范围内依法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或经社区
或单位同意成立的志愿服务团体征集面向基层、贴近群众、
形式创新、典型突出的优秀案例。体育总局将组织专家对所
有报送项目进行公开评审，评审合格项目将进入全民健身志
愿服务项目库，并印制成《案例集》，为各地更好地开展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提供有效实践经验借鉴。

据悉，2021年，第一批136个优秀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项目入选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库，展示了全民健身志愿服
务的成功经验和丰硕成果。

2022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项目库
征集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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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有一间摆着形态各异、新
旧面人儿的工作室，主人是一位“95后”

“精神小伙”，名叫郎佳子彧，殊不知他
是“面人郎”的第三代传承人。

面人儿们这些年见证了他许多高
光时刻：在江苏卫视《最强大脑》节目
中，他以11分51秒48的惊人成绩斩获

“龟文骨迹”关卡第一名；北京冬奥会期
间，他与摩纳哥亲王一起捏冰墩墩的视
频火遍全网；他15岁创作出轰动一时
的奥运福娃面塑；16岁破格被北京民间
艺术家协会吸收为准会员……

老手艺与时代共振

十年来，更多的人从社交媒体和短
视频中认识了这个青春时尚的“面人
郎”第三代传承人，每一次出圈，都能将

面塑这门老手艺玩出新花样。
“面人郎”诞生于20世纪

初，创始人是郎佳子彧的祖父
郎绍安。在郎佳子彧看来，三
代“面人郎”的作品，实质上都
具有一定的时代记录功能。
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每个
人的作品都与时代共振。祖
父郎绍安走街串巷，用面塑将
老北京的市井风貌生动形象
地保留了下来；生于20世纪
60年代的父亲郎志春，用面

塑记录了当时流行的戏剧文化；郎佳子
彧的作品则以更快的速度呼应热点。

自3岁起，郎佳子彧就经常看父亲
用手里的小面团捏出众生百态，5岁时
他开始正式跟随父亲学习面塑，16岁
时，郎佳子彧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就
是捏面人，他想为公共文化保留下这种
艺术样式，“让老手艺在今天闪闪发光”。

“新题材老手艺”和“老题材新做
法”是如今27岁的他为面塑艺术注入
生机的两大法宝。他不光捏出了以《山
海经》为蓝本创作出的《火神祝融》，向
科比致敬的《科比名人堂》，以动漫人物
为原型的《雄狮少年》，还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捏出了向女医务工作者致
敬的《巾帼》等作品。当很多人将这些
崭新的面人形象定义为“创新”时，郎佳
子彧觉得“时代在奔跑，人们的思绪在

进步，这还不够”。
于是，郎佳子彧想到，用新媒体传播方

式和大家分享传统文化及手工艺品的故
事，为更多年轻群体带去传统文化的滋养。

传统题材有“富矿”

传到郎佳子彧这代，“面人郎”已成为
他认知当今社会、思考当下问题的载体。

“每一代人的生活都有新东西值得展现，
把流行文化放到自己的作品里，这是共同
点。”郎佳子彧认为，传承传统手工艺不意
味着一成不变。当题材重新接近当代人
生活时，这种艺术形式才会有生命力。

比起题材的与时俱进，更为凸显的是个
性化表达，郎佳子彧觉察到，大家希望看到的
是有思想表达和结构更突出的造型。他也
希望用作品表达自我，与大家共情。在他看
来，这是这门手艺走向艺术的一个方向。

郎佳子彧在传统与现代间自由出入，
既没有因循守旧，也没有为追求新潮与传
统对立。在北京大学攻读艺术理论专业
硕士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艺术理论，花
了大量时间来练习中国画。中国画追求
的神似与空间的挥洒写意，以及对客观世
界的改造，都让他在理解东方美学和传统
文化时产生了不小的启发。

“素描或结构学多了，很难理解为什
么中国画不讲究透视，房子也歪，所有东
西扭曲在一个空间里，还相处得那么自

然，浑然一体。绘画时，笔尖不光带有体
积、空间，还带有时间，因为行笔的速度会
在宣纸上留下不同的痕迹，所以中国画发
挥了笔墨纸各个材质的优势，这让我思考
到底怎样才能把面塑这种材质更好地发
挥出来。”

他说，小时候不理解，甚至有些抵触的
传统题材，一旦走近，便发现了其中的浩瀚
和璀璨，有着许多未经开挖的“富矿”。《山
海经之火神祝融》是郎佳子彧在攻读艺术
硕士时的作品。受到《山海经》中对其描述
的启发，“南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十个
字的描述添上自己的想象，他创造出一个
全身赤红、粉龙盘绕的祝融形象。

“当真正去了解这些故事时，我发现我
们有非常好的神话宇宙，就是《山海经》宇
宙，所有的神话故事都跟它关联。”他希望包
括自己在内的年轻艺术家能够看到这些“宝
藏”，并且有能力以各种艺术形式表达出来，
让中国的神话宇宙、超级英雄，也能像漫威
宇宙那样被世界各地的人熟知和喜爱。

二十多岁的郎佳子彧捏了二十多年
的面人，丝毫没有觉得枯燥。他把自己的
生命，比作一个载体，从诞生到结束，运载
着面塑这项手艺，从上一代交到下一代。
他也把自己比作一块砖，为形成坚定自信
的中国文化出一份力。

未来，他希望能摸索出更多非遗传承
发展的新模式，帮助更多非遗传承人，鼓
励、扶持更多年轻的传统文化从业者。

“精神小伙”让非遗炫酷出圈
融媒体记者 陈姝延

日前，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和传承”主题，赴山东、湖南进行调
研，深入考察当地特色非遗项目，与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进行交流，详细了解非遗保护、传承
和发展情况。

委员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非遗
事业在10年间发展迅速、变化显著。许多非遗
项目的传承方式与时俱进，传承人理念开放创
新，非遗产品也更多地走向市场，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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