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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制的
五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近日在CCTV-1综合频道播出
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人民的小康》由《一诺千钧》《脱贫攻坚》《民生福祉》
《美好生活》《关键一步》五个篇章组成，通过对历史进程的
追根溯源，典型案例的生动表述，以对照呈现的形象手法，
深刻阐释了人民的小康“是什么、为什么”的丰富内涵。该
片以思想引领为主线，以具体事例为主体，以普通人物为
主角，聚焦典型案例、典型人物、典型地区、典型故事，以小
见大，充分体现了思想性和生动性的有机统一。

看了《人民的小康》已经播出的部分之后，北京外国语
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说：“《人民的小康》以影
像的方式生动再现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辛历程，
在时间顺序的发展逻辑之上建立了条理清晰、准确凝练的
叙事结构，深刻阐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人民生活、社
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人民发展小康、小康造福人民的紧密
关联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的建设理念，凸显小康建设中的‘人民性’。”

（据《北京日报》）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宁夏古
籍保护中心承办的第四期《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
研修班在宁夏图书馆开班。本次研修班是《中华古籍总
目》编纂工作以来，首次在我区举办的研修班。

研修班上，来自全国 24个省市 33家古籍收藏单位
共 55名学员，共同推进《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
工作。本期研修班通过采用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进行，理论课聘请了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特聘专
家寻霖，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
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吴格，我国著名版本学家、目录
学家、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为大
家授课；实操环节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讨论交
流，相互学习，共同推进《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
工作进行。

宁夏图书馆典藏部李海燕介绍，宁夏地区现有古
籍 6893种 87219册，在全国范围内来说相对较少，为研
修班提供了可供实践操作的古籍数据，方便学员探讨交
流，有助于工作的开展和推进。此次研修班集中了全国
各地古籍工作者相聚宁夏，共同探讨、交流《中华古籍总
目·分省卷》的编纂，征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华古
籍总目·分省卷》的编纂探索最优方案。并以宁夏为样
板，促进《中华古籍总目·宁夏卷》的编纂进程，帮助解决
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更快更好推进《中华古籍总目·
宁夏卷》的编纂。 （马 军）

米雕：

一粒粒圆滚滚的大米用手指捏起都很费劲，更别说要在上面雕花
刻字。8月7日，银川市西夏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喜峰用特制刻刀
在大米上精雕细琢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和鲜红的党徽，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精微世界，一笔一画，刻写出米雕艺人的红色匠
心，令人叹服。

走进王喜峰的工作室，记者借助放大镜看
到，一颗颗米粒上有的雕刻着花鸟鱼虫，有的雕
刻着人间百态，一笔一画传递着匠人的高超技
艺。这些成品有的经过现代工艺加工成为时尚
的装饰品，有的则成为摆在案头的工艺品。

干燥的大米质地坚硬，如何雕刻这么多美
丽的图案？这项技艺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米
雕非遗传承人王喜峰向记者讲述米雕的起源。

米雕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民间工艺，早
年由河南省林州市临淇镇吕庄村的闫交生将米
雕发扬光大。后来又有不少匠人学习米雕作品
并将其带出国门，使米雕广为流传。由于米雕艺
术的神采、韵味独特，使其在宁夏以及其他地区
备受青睐。尤其是宁夏地区的米雕技艺相继结
合了河南、甘肃等地米雕风格，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使米雕更具有宁夏地区的文化特色。

王喜峰的米雕技艺在家族中已经传承 4代，
从祖母陈二琴到母亲佗转女，王喜峰是第三代传
承人，如今这项技艺已经传到了第四代传承人谈
娜娜、谈美君手中，传承历史已有百年。在银川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积极发掘申报下，米雕项目现
为银川市级第五批非遗代表性项目，王喜峰为银川
市西夏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王喜峰创作米雕产品全神贯注，丝毫不为
外面环境所影响。她说：“每一件米雕作品都是
匠人倾注了不少心血得来的。米雕技艺不仅需
要一定的书法造诣，而且要求雕刻技艺熟练精
湛。”为了练好基本功，她在几十万粒大米上做实
验，记不清自己失败了多少次。夜深时在桌前一
坐就是几个小时，往往一件作品完成时，天已透
亮。王喜峰之所以全力以赴传承这门技艺，她认
为“许多流传于世的作品中不乏体现历史的文
字，其中文字更是表达了不同时代的人对未来生
活的憧憬。”传承学习米雕技艺，不仅是弘扬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技艺，更是彰显文化自信，让更多
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练习中，王喜峰发现，看似平
滑的米粒多少会有坑洼不平，不论
自己雕刻得多细致，最后呈现的作
品都不完美，于是她决定在雕刻前，
对米粒进行加工。打磨一粒米需要
十分的耐心，力度稍有偏差就会在
手中碎掉。“这个步骤全靠多年积累
的手感。多一下都不行，而这其中
力道的把握，只有自己感受才知
道。”王喜峰说。

在米雕传承人王喜峰的指导
下，记者感受了一个米雕基本作品
的产生过程：先挑选适合雕刻的大
米一粒；用工具把表面抛光，整平；
用大米固定器固定好大米，不要让
其滑脱；用特质刻刀在大米上刻文

字或图案；用带颜色的笔，把颜色填
充上。最后，把有图案的大米装入
精美水晶瓶内，拧紧瓶盖，配上各种
挂饰或者是红绳编织的链子，可以
打造手链、项链、脚链、吊坠等，一枚
精美的米雕饰品就诞生了。

据悉，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米雕技艺已由银川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传承和保护。该局
通过各项活动，让米雕传承人走进
学校、社区、景区以及村镇等，用活
动或者公益教学等方法吸引更多年
轻力量加入到保护传统文化的行列
中。王喜峰回忆，在一次非遗进乡
村活动中，不少孩子和大人来观赏
米雕作品并询问如何制作，表现出

很强的学习兴趣。现如今，米雕已
经逐渐走入宁夏各个地区、乡镇以
及旅游景点。随着经济文化不断发
展和国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视，类似米雕这类传统雕刻技艺
不仅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在年轻
人和学生中同样有不少的支持者。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米雕艺
人们也有机会不断提高自身雕刻技
艺，使喜爱米雕的人们可以观赏、购
买到越来越精美的米雕作品。

在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影视
城的米雕艺人张英全表示，在米
粒上雕刻施工面积极小，没有相
当高的书法功底和一定的自身条
件是很难完成的。“为了练习眼
力，现在我每天坚持写小字，这些
小字一般人肉眼是看不清的，在
雕刻的过程中，要充分屏气，手才
能保持平稳，作品也就能一气呵成
了。”他说，这个过程需要长期的练
习。米雕出于微雕，也超脱于微
雕，其力道的使用非常微妙。“操作
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针笔，本身就是
一种难度，下笔太重，笔容易滑偏，
太轻的话，刻出的纹路浅，不易上
色，手上的功夫绝不是一天两天，
需要长期的静心修炼。”张英全说。

精美的米雕作品不仅收获了关
注和支持，米雕艺人们也有了将米雕
技艺传承下去的决心和动力。这种方
式也让更多人了解米雕，喜欢米雕。
王喜峰计划，接下来能在适当的时候
举办米雕技艺培训班，将米雕历史以
及作品通过影像资料以及书籍进行培
训，以进一步宣传米雕技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以工匠之心雕琢精微世界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米雕技艺传承历史逾百年

“送上马扶一程”让传统技艺走得更远

◀米雕作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
编纂工作在宁夏图书馆开班

位于吴忠市青铜峡市的金山集邮
文化博物馆（下称文化博物馆）不仅是
我国首家公益性乡村集邮文化博物
馆，更是青铜峡市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青铜峡市红色教育基地，是青铜峡市
级振兴乡村文化产业的重点工程。

8 月 8 日，该馆创始人郭金山介
绍，文化博物馆自去年 8月开馆以来，
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接待自治区、吴忠
市、青铜峡市 180余家单位，近万人来
馆内开展主题党日等活动，有效提升
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金山集邮文

化博物馆建筑面积约 1000平方米，现
已形成五区一馆十厅一局的格局。五
区为：主题区、文化广场区、文化墙区、
博物馆石碑区、花卉区。十厅为：序
厅、邮票展厅、邮品展厅、珍邮展厅、邮
集展厅、文献展厅、红色展厅、特色展
厅、书法影像展厅、讲座厅。一局为：
农民邮局。厅内采用混合展示的方
式，既有邮集展示又有邮品展示；既有
港澳台邮票展示又有外国邮票展示；
既有集邮摄影展示又有邮诗书法展
示；既有墙体展框展示又有多种镜框
展柜展示。

藏馆中可谓宝藏多多，仅参加过
世界邮展、全国邮展、区、市邮展等的
获奖邮集作品就多达 60部、10大类、
240多框、3840多片。其中的“红色展
厅”区不仅刻画了红军会师宁夏、六盘
山大捷等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革命历
史，更吹响了以黄河为主题的新时代
美丽宁夏建设号角。馆内根据历史演
变展示了清代、民国到解放区邮票和
新中国发行的纪念、特种邮票以及邮资
封片和外国早期史前封、样张、变体封
等 8万多枚珍贵邮品，邮书邮刊 5000多

册；历年邮报 1万多份；邮戳和邮政工
具 100件。还有杨利民、刘正谦、吴善
璋、郑歌平等著名书法家的邮诗书法作
品 500多幅以及伟人风采、民俗文化和
剪纸等非物质文化作品 500多件。

郭金山表示，创建金山集邮文化
博物馆的初衷不仅在此，还旨在研究
集邮历史、挖掘集邮文化、弘扬集邮
精神、展示集邮风采、彰显集邮先进、
树立集邮榜样、启迪集邮后人、不忘
集邮初心、牢记集邮使命为目的。以
此提升全国乡村创新旅游文化产业
发展模式，打造成为聚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科普基地、思想品德教育基
地、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对外文
化交流基地、青少年集邮文化示范基
地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文化、旅游场
所。努力使之成为了解邮文化事业
成就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成
为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交流、宣传
教育、启迪后人于一体的大众化、专
业化、现代化全国乡村集邮文化博物
馆。希望能走出一条顺应人民意愿、
符合时代潮流、体现当今特色、推动
社会进步的集邮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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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束 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开展
全国红色旅游创意产品和红色旅游演艺创新成果首场
展示活动。8月 8日，记者获悉，经层层筛选，全国共有
300余套红色旅游创意产品、17部红色旅游演艺作品入
围参展。其中，宁夏入围作品有 12件，分别由宁夏固原
市秦长城文化艺术旅游产业发展博览中心和六盘山红
军长征景区选送。

这些以红色主题为设计理念的文化旅游创意产品
包括红色永恒笔、长征精神胸针等。其中，“长征精神
胸针”以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
地标建筑为载体，用现代艺术旗帜鲜明地刻画出红色文
化，彰显红色精神。其余入选的多功能充电风扇、创意
书签和丝巾、雨伞等，以红与黄为主色调，融入长征、新
长征路上等红色元素，既实用又时尚美观。

固原市秦长城文化艺术旅游产业发展博览中心负
责人李政坦言，通过参加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宁夏
人利用当地丰富多彩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创新开发红
色创意产品的积极性与自信心。他们将努力为旅游消
费者提供更多优质、精美的红色主题文创产品，通过红
色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双向驱动，更好地提升固原
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影响力和综合效益，进一步促进红
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普拉多大道和丽池公
园文化景观获准列入世界遗产，这个文化景观位于马
德里的城市中心，占地 200 公顷。作为西班牙式林荫大
道原型的普拉多大道于 16 世纪落成，以大地女神喷泉
为代表的大型喷泉散布其中。面积 120 公顷的丽池花
园是建于 17 世纪的布恩·丽池宫的遗迹，展示了从 19 世
纪至今的多种园林风格。文化景观遗产地内还坐落着
各类丰富多样的建筑。

这是 8 月 5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拍摄的位于普拉多大
道的大地女神喷泉（又称丰收女神喷泉）。新华社发

宁夏12件作品入围
全国红色旅游创意产品展

当代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写照
《人民的小康》热播

用红色精神筑牢乡村文化产业的灵魂之基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金山集邮文化博物馆：

非遗传承人王喜峰展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