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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
以“东行乐记”演出收官

10 月 20 日，在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古籍修
复师茆可人在装订古籍。

作为第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安徽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不断推进中医古籍传承和保护工作。随着古籍收藏与
保护工作的不断开展，该校积累了丰富的中医古籍文献资源，
目前藏有古籍3.3万余册。近年来，图书馆运用数字化手段，使
中医古籍更好服务中医药教学、科研及医疗。 新华社发

奏响文旅深度融合“交响曲”
——固原市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马 军

近年来，固原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标，文
化事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红红火火的群众文化活动，实实在
在的文化惠民举措，让越来越多的老百
姓享受文化“大餐”。截至目前，固原市
共建成公共文化馆 6 个、公共图书馆 6
个，新颖的设计、完善的设施成为固原
市文化惠民新高地、城市形象新地标。
65个乡镇（街道）建成乡镇文化站，859
个行政村（社区）建成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全市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全部免费开
放，实现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延
伸。送戏下乡、广场文艺演出、社区数
字电影放映、戏曲进校园、文艺进景区
等活动，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固原市发挥文化赋能作用，整合文
旅资源优势，在全区率先出台《固原市文
化大院创建实施意见》，先后建设和发展
秦腔大院、非遗大院、旅游大院、花儿大
院、综合大院等各类文化大院 256家，拥
有文艺骨干成员 3000多人，每年演出逾
1800场次，受益群众 20万人次。

全面深入普查，积极申报非遗名

录项目和传承人，建立保护传承基地，
创新“非遗+扶贫”“非遗+旅游”模式。
目前，固原市有国家级非遗基地 1 个，
自治区级、市级基地 70个；国家级传承
人 6人，自治区级传承人 82人，市级传
承人 225人；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 7家、示范户 18家；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 181处、公共博物馆 7家、文物藏品 2
万余件（套）。

固原市坚持文化为魂、生态为形，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的发展
思路，推进旅游产业全域布局、旅游发
展全域联动、旅游服务全域配套、旅游
环境全域提升。固原的红色文化游、山
水休闲游、美丽乡村游、生态养生游、民
俗体验游、冰雪旅游、露营旅游等新业
态蓬勃兴起。制定出台《固原市创建全
区民宿经济发展先行区实施意见》《固
原市关于支持精品民宿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各县（区）实施“旅游+”战略，
旅游产业链不断延伸，形成层次清晰、
内容丰富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创建体系。

“全市现有旅游景点 70个、旅行社
27家、星级旅游宾馆饭店 11家、三星级
以上农家乐 169家，培育宁夏特色旅游村
镇 22个。其中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13个，文化旅游产业直接从业人员 1万
余人，间接从业人员近 5万余人。”这一组
组数据展现了固原市旅游产业发展的蓬
勃态势。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持续加
强。扎实推进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出台《固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颁布实施
《须弥山石窟保护条例》《固原北朝隋唐
墓地保护条例》《固原市红色遗址保护
条例》。9个文化保护传承项目入选国
家“十四五”时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
程项目储备库，传统建筑营造技艺、春
节六盘山春官送福入选第五次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彭阳姚
河塬商周遗址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重
大发现，战国秦长城、城隍庙、固原古城
墙等 7处文保单位得到修缮保护。

固原市先后荣获中国最具魅力宜
居宜业宜游旅游城市、最美中国·文化
旅游民俗（民族）风情目的地城市、全国
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中国绿色生态
旅游城市、全域旅游创建典范城市、第
四批国家旅游标准化示范市和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市。原州区被命
名为全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诗歌

之乡；西吉县被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
县、首个“中国文学之乡”；隆德县被命
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中国书
法之乡”“中国社火文化之乡”；泾源县
连续 5年荣登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榜；
彭阳县获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

今年召开的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
会赋予固原“生态文旅特色市”新定位，
固原文旅融合发展的底气和信心越来
越足、道路越走越宽。

（图片均由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提供）

第五届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 10月 22日在纽约林肯中心
爱丽丝·杜莉音乐厅收官。当晚，以“东行乐记”为主题的演
出，让观众领略了中国民间故事、画作等与音乐融合的魅力。

演出在耳熟能详的《二泉映月》旋律中拉开帷幕。上半
场的重头戏是作曲家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创作的独
幕室内歌剧《仙女与农夫》。全剧用法语演唱，并展示英文
字幕，描述的是中国民间天仙配的爱情故事。下半场的演出
以作曲家江文也早期创作的《台湾舞曲》开场。江文也既是
齐尔品的弟子，又是画家徐悲鸿的好友。他以徐悲鸿绘画灵
感而作的钢琴协奏曲《徐悲鸿的彩墨画》，当晚由徐悲鸿之
女徐芳芳演绎其中第三乐章，而这也是该作品的全球首演。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当晚观看了演出。他在给音乐
节的致信中表示，文化交流合作对于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他期待两国之间有更多民间交流，希望
两国人民一起创造更好未来。

本届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是由巴德音乐学院美中音
乐研习院携手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主办。巴德音乐学院美中
音乐研习院院长蔡金冬表示，从西方作曲家汲取中华文化元
素写就的作品，到中国音乐家融合东西方艺术色彩而绘制的
新作，观众既能领略中国器乐与西方管弦乐团的巧妙相融，
又能聆听中西方声乐演唱的激情碰撞。（据中国新闻网）

“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图片展
在白俄罗斯举行

据新华社明斯克10月 21日电“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
年”图片展开幕式 20日在白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历史博物
馆胜利厅举行。

此次图片展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驻白俄罗
斯大使馆共同举办，为期 1个月，包含续写发展奇迹、创造幸
福生活和提升治理效能等五部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
从十八大到二十大的 10年间，带领中国人民塑造了生机蓬勃
的繁荣国家，成就了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弘扬了奋发奋进的
民族气质，为世界擘画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白国民会议代表院副主席米茨克维奇在开幕式致辞中
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他表示，
中国如今选择的道路不仅将决定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还将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世界。图片展展示了过去 10年间中
国在工业、农业、医疗、教育等各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相信
将引起白俄罗斯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将促进白民众对中国成
就的了解。

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小用在开幕式上全面介绍了中
国共产党在过去 10年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他说，今年 9月中白两国元首在撒马尔罕会见并决
定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双边合
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中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合
作必将更加深入，前景更加广阔。

“5G+北斗”北京公园开启
智慧游船新模式

手机微信扫描售票窗口屏幕上的二维码，押金交付成
功后就可以排队，排到时屏幕会叫号，游客也会收到短信提
醒登船……今年以来，北京陶然亭公园的 5G游船为游客带
来了高效、顺畅的游玩体验。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为有效防范公园景区游船
码头游客聚集扎堆，实现游船智慧化运营，提升游船运管效
能，增强游客乘船体验，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依托“5G专网+
北斗导航定位+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化技术，在所属北京市陶然亭公园精心打造了“基于 5G
和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公园景区游船智慧管理平台”。据
悉，公园现有 220只游船已全部安装“5G+北斗”应用盒子，
可以实时对船只进行定位。

新的 5G游船上配有游客自助启航系统，游客上船后扫
描二维码，确认游船信息无误后，点击“激活游船”按键，即
可扭动电源开关，自助游玩。在乘船过程中，5G游船为游客
提供了一键呼救服务。一旦游船发生故障，游客按下救援
按钮后，屏幕上的船只会变成红色，并发出滴滴的响声，救
援船只将马上前往指定位置进行救援。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处长缪祥流介绍，今
年首次在陶然亭公园试点 5G游船智慧管理，下一步将会在
其他市属公园进行推广应用，包括颐和园、北海公园、紫竹
院公园和玉渊潭公园等。

（据《中国文化报》）

陈德毅精心创作彩泥塑人物。

泥塑是我国一种古老而常见的民
间传统艺术，以黏土为原料，手工捏制
成形，或人或物，形神兼备。据考证，我
国泥塑技艺可上溯到新石器时期，至唐
朝达到鼎盛。

近年来，泥塑经过创新和传承人的
不断糅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近日，
记者采访了吴忠市级彩泥塑非遗传承人
陈德毅，听他讲述彩泥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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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看着长辈捏泥人长大的。”陈德毅告诉
记者，对他和不少人来说，泥塑不仅是一种可以养
家糊口的技艺，更是抹不去的乡愁。

陈德毅的故乡在陕西省定边县，在他的记忆
中，从小就看到父亲陈镜明塑泥人。看到原本平
平无奇的泥团经父亲手变为活灵活现的人物时，
他觉得很神奇，也想跟着学。于是，他跑到田里挖
些泥巴，学着父亲的动作，一板一眼地用泥团捏喜
欢的人物造型，虽然不成样子，但捏泥巴的过程让
陈德毅感到美滋滋的。

“父亲曾在甘肃一家陶瓷厂工作，他在那里
跟着江西省来的师傅学泥塑、雕塑，后来回到定边
开始以这门手艺为生。”陈德毅回忆，有时他看到
父亲在灯下安静地捏出一些小泥人，那些借着昏
暗灯光捏出的泥塑作品，很多都成了陈德毅手中
的玩具，陪伴了他整个童年。

儿时梦想成真
在陈德毅的工作室中，

摆满了他制作的泥塑作品，
有的色彩艳丽、造型生动，
有的呈现着泥土的原本颜
色。一把泥，被他赋予了新
的生命力。

陈德毅说，泥塑的模制
一般分为四步：制子儿、翻
模、脱胎、着色。要做出上
乘的彩泥塑工艺作品，选材
很重要，一步都不能少。“首
先是和泥，选的泥一定是黏
土，不能用黄土或含沙量高
的土，否则做出来的泥塑不
够结实，容易破裂；在和泥
时，则要经过捶打、摔、揉，
还要在泥土里加棉花增加
韧劲，一般要加八九层，当
泥揉成细细的棒棒不断裂

不掉块时，泥才算和好了。”
陈德毅说，除了棉花，有时
还会加适当的谷草、纤维、
纸巾，目的就是保证泥的黏
性高。在彩泥塑这门手艺
中，素有“三分塑七分彩”之
说。着色也是一部作品重
要的一环。陈德毅说，一般
着色之前他会先上一层底
色，保持表面光洁，便于吸
收彩绘颜色。

陈德毅制作的彩泥塑
人物作品，人体比例协调、
五官端正、神态栩栩如生，
在创作过程中讲究西画的
整体、局部、整体的作画步
骤，所刻画人物衣纹线条流
畅，追求质感，根据历史人
物身份分别造型。如古代

武将造型会突出刚劲且气
势磅礴，涉及文官，则要突
出人物的庄严、优美之感，
打破传统泥塑人物形象中
规中矩的外形。

在泥塑人物的着色上，
他着色丰富、艳丽，使用过
渡色层更近写实，尽量打破
匠气、俗气的陈规陋俗，总
体艺术造型更接近现代审
美，富于时代感，成为一种
颇具特色的艺术新气象。

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升，陈德毅也与时俱进，
在这项古老的民间技艺上进
行了创新，将面塑材料和泥
塑进行融合，创作了更具观
赏、更为精致、色彩丰富、艺
术价值更高的彩面塑。

做 了 30 多 年 的 彩 泥
塑，陈德毅做小摆件，也做
大 型 人 物 造 像 。 在 他 看
来，最难的就是刻画人物
的面部和眼神。能用手中
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雕

刻工具把人物的眉眼刻画
生动，手上功夫可不是一
两年能练成的。

要更好表现古代人物
的栩栩如生感，还体现在如
何塑造古人衣袂的飘动感
上。陈德毅说，古代人物多
穿着宽大的衣袍，如何能表
现出衣服的折纹？为此，他
在创作之初，都会大量查阅
资料，从历史典籍中了解古
人服装的特点、材质、折纹
设计等。“古人多为绸子、缎
子材质的衣着，这和我们现
在的衣服质感完全不同，雕
刻出的效果也就不一样，纹
路要流畅，还要看得出大折
和小折，搭配要合理。”

正是凭着这份认真，陈
德毅后来创作的彩泥塑作
品《济公》《对狼狗》《送财童

子》《李逵》等，不但受到很
多人的喜欢，还为他赢得了
很多荣誉。近年来，他在山
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
古等地，制作的诸多彩泥塑
造像颇受好评。

陈德毅回忆道，自己做
过最大的一件彩泥塑，是在
山西省太原市修缮国家文
物。他为当地修复制作了
一尊十几米高的古代人物
塑像，整整用了一年半时间
得以完成。他边做着手中
的活儿边笑着说：“这项老
手艺如今已经是国家级非
遗传承项目，我们有啥理由
不继续传承下去呢？”作为
彩泥塑非遗传承人，陈德毅
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多培养
几名徒弟，让彩泥塑这门手
艺可以传承得更远。

彩泥塑重在选材

技艺非一日能练成

陈德毅 20岁那年，顶班父亲的岗位在陶瓷厂
务工，看到眼前琳琅满目的工艺品中不少是泥塑
作品，瞬间勾起了他对故乡的记忆。从那刻起，陈
德毅下定决心要好好留在厂里拜师学艺。1986
年，陈德毅师从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韩颖生学
习。由于自身绘画及雕塑特长，他被厂里安排至
陶瓷工艺美术研究所，主要进行瓷器艺术品原模
型雕塑设计，从此在他的笔下创作出更多雕塑人
物造型，他对雕塑有了更加深刻而系统的了解。

1996年，陈德毅来到吴忠市盐池县，组建宏
艺雕塑工程队，将毕生所学及创新运用到彩泥塑、
古建彩绘领域，在彩泥塑上有了更好的成就。如
今，他带队的彩泥塑工程范围已扩及山西、河北、
内蒙古、甘肃等地。

陈德毅的部分作品。

泥土在陈德毅手中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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