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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小朋友拿着棍子想与孙悟空“一

较高下”的照片，是我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很多人夸我人物神情抓得很好。

这个小朋友是跟着父母从外地来西村

村游玩的，就住在我家民宿。看到孙悟空

的墙绘后，小朋友也拿起棍子，比划起来，

我觉得很有趣，于是按下拍摄键，定格了这

个瞬间。

这张照片用到了“借位”的技巧，这是

我在摄影培训班上学到的。2018 年，西村

村成为摄影艺术乡村之后，村里的摄影氛

围逐渐浓厚起来，从宁国市到西村村相继

举办了摄影培训班。借位、用光、取景……

摄影家们为我们耐心、细致地讲解摄影知

识，并鼓励我们多多尝试，从拍摄身边人、

日常事开始，几次课听下来，受益匪浅。

如今，摄影不仅仅是我的个人爱好，更

成为带动我家民宿生意的重要方式。很多

游客在住宿时，都会问去哪里拍照比较好

看，我就会领着他们到景点去，帮忙拍摄，

提些建议。就这样，游客记住了我，也记住

了西村村，不少游客下次来时，继续选择我

家民宿，让我帮他们拍照。

摄影进入村里后，直接受益的就是我

们这些老百姓，村子美了，人气旺了，我们

的腰包也跟着鼓起来了。

前不久，西村景区正式成为国家 3A 级

旅游景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振奋人心的

好消息。希望各地的朋友有机会都来做

客，到时候，我一定领着大家在美丽的西村

村打卡拍照。

（本报记者田先进采访整理）

村民汪文琪：

爱拍照，让游客记住了我

一幅幅详实精细的遗迹图，一篇篇探方

日记记录下发掘的具体经过……不久前，19
岁的大三学生闫沁林第一次上交了自己撰写

的考古总结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她在山西

省运城市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为期 5 个月的田

野考古实习的成果和思考。

师 村 遗 址 是 一 处 仰 韶 早 期 聚 落 遗 址 ，

2019 年起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

研究院、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协同勘探，曾先后

发掘出仰韶文化早期的石雕蚕蛹与夯土遗

存。年复一年，一批又一批吉林大学的师生

来到这里，与常驻的专家学者、当地担任技工

的村民一起进行考古发掘。去年夏天，闫沁

林所在的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大三考古班，有

40 多名同学在师村遗址迎来人生第一次田

野考古实习。

画遗迹线、判断土质土色、找遗迹边界

……田野上，学生将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放在

实践中检验。闫沁林负责了一片探方，大部分

时间里，她都重复着画线与刮面这类动作。

闫沁林记得，一次她在密集的陶片间作

业，右手握住两根竹签在土里轻剔着，左手用

刷子轻轻拂过去，一块彩色物件从土里露了

出来。旁边协作的技工康殿璋看了几遍说：

“从质地来看，有可能是动物角。”那次收获，

让她印象深刻。

每天晚上收工回到基地，闫沁林都会认

真记录当天的探方日记，画好遗迹图，还利用

计算机进行文物建模。她说：“这些都是师兄

师姐们手把手教的，之前都不会。”

“田野考古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可

判断他们能否适应这份工作并满怀热爱地走

下去。”考古队领队、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

长段天璟在这里驻扎已是第四年。在他看

来，对于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田野考古除了

增长本领外，最重要的功能是德育，在实践中

立德树人，启智求真。

“刚来时我听不懂村民的方言。”闫沁林

笑着说：“现在我比划一个手势，技工就知道

我的意思了。”看到学生的成长，指导老师方

启很欣慰：“许多孩子来自城市，平时较少接

触农村生活，其实与技工和村民的相处也很

重要。”在方启看来，田野考古实践一方面能

让学生近距离感悟中华文明灿烂的历史，另

一方面，老师以身作则、教学相长，传递更多

的责任与担当。

2019 年，考古现场的条件还很艰苦，当

时师生都住在村民家里。后来，在当地支持

下建起了一个教学基地。一个大院子，几排

简易的板房，外墙是学生自己画的考古主题

墙绘。基地虽然不大，各处却起有独特的名

字，“探往斋”是文物库房，“甜咸阁”是食堂，

“桑梓轩”是宿舍，甚至还有图书室和一条林

荫道。“考古有艰苦奋斗的传统，我们尽力改

善同学们的生活条件，把校园的文化、学校的

精神带到这里来。”段天璟说。

“考古是需要情怀的，只有这样，在重复

性的工作里才能觉得每天都能有新的发现与

收获。”方启说。

选择了考古，日夜跟田野打交道，哪能不

吃苦？然而在闫沁林看来，这正是她喜欢的

工作。她说：“我觉得一定要做热爱的事情。”

她把现在的专业视为持续追寻的梦想，未来

打算继续深造，“我渴望去更多的田野考古现

场，多学学，多看看。”

传承之外，还有对创新的渴望与探索。

晚上 8 点，师生坐在基地的多媒体教室里，人

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为他们介绍利用人工智能

修复陶片的前沿技术与应用。“科技手段加上

人文情怀，这样的考古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段天璟说。

“我们不满足于仅在象牙塔里做学问，而

是 选 择 扎 根 在 深 厚 的 泥 土 里 、广 袤 的 田 野

上。”段天璟说：“师生愿意走出书斋，把论文

写 在 大 地 上 ，为 考 古 事 业 做 些 实实在在的

事情。”

山西夏县吉林大学考古实践团队——

追梦在广袤田野上
本报记者 郑洋洋

近日，《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印发，标志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启动。

“双一流”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

的标志工程，是支撑科技强国、人才

强 国 建 设 的 关 键 工 程 。 锚 定 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

行列以及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人

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始终保持战略

定力，至关重要。对承担“双一流”

建设任务的高校来说，这既是实力

和荣光，更是责任和使命。

“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按照

“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

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建设

原则，各项工作有力推进，改革发展

成效明显，在探索发展中大国建设

高等教育强国的道路上开启了新的

历史征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深

入推进“双一流”高质量建设？要在

已有成绩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稳

中求进”：“稳”在坚持正确方向，坚

持立德树人，坚持特色一流，坚持服

务国家，坚持持续投入；“进”在直面

问题挑战，聚焦难点、突出重点、找

准突破点，勇于改革创新。

党的全面领导更加坚强。要完

善党委领导下的治理体系，把党的

领导贯穿于“双一流”建设的全过程

和各方面。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更

加完善。人才培养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点。要在高质量本

科教育和卓越研究生教育上下功夫，建成“以本为基、以研为

峰”的全面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

学科布局更加优化。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学科，体现着国

家对相关学科水平的认可。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布局结

构，体现着满足国家发展多样化需求的状况。这种结构应该是

动态变化的，既有应当长期稳定支持的基础学科，也有成效卓

著的优秀学科，还有适应需要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要避免

求全和趋同，体现特色和优势，形成充满活力的学科生态。

科研创新能力更加强大。强化大学创新体系建设，瞄准

国家高精尖领域、针对战略新兴产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以及治国理政新领域新方向，承接重大课题，产出重大成

果。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更加显著。要统筹国内外人才资源，

做好“引育留用”大文章。坚持师德与师能齐抓共进，引导全

体教师不断提高思想道德和育人水平。

服务区域和行业发展更加有力。“双一流”建设高校要融

入区域和行业创新体系之中，加强科研成果转化，促进教育、

人才、创新与产业有机衔接，以更加突出的贡献争取地方和行

业更大支持。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更加提高，要坚持全人类共

同价值，面向世界开放合作。

高校主体作用更加激发。通过评价机制、管理体制的改

革，进一步激发建设高校的主体作用。经费投入机制更加多

元，加大建设高校的条件保障力度。建立中央财政持续稳定

支持、地方政府增加配套支持、高校主动争取社会支持的综合

保障机制，增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

的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遵循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科研创新等教育发展内在规律，深化改革、静心建设，我们

的追求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本 报 记 者闫伊乔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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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R

本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刘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品牌强国盛典”于 21 日播出，活动推选出

十大“国之重器”品牌、十大“国品之光”品牌以及“年度特别贡

献”品牌。

第二届“中国品牌强国盛典”以“中国信心 品牌力量”为

主题，以“信念、信心、信任”3 个篇章，全面呈现在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与中国品牌发展的大事件与高

光时刻，通过呈现中国品牌重大价值，展现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表达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力

和决心，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当下，给中国经济加油鼓

劲，给社会以信心激励。

2019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中国品牌强国盛典”系

列活动，以品牌榜样的力量推动中国品牌发展，将品牌建设打

造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力。

第二届“中国品牌强国盛典”播出

本报北京 2月 21日电 （记者王瑨、肖伟光）中国工艺美

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近日正式开馆。由文化和旅游

部主办的开幕展览“中华瑰宝——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

艺美术展”同时揭幕。

该展览分为“大国匠作”“旷古遗音”“万方乐奏”“丝路丹

青”“粉墨传奇”“藉器传文”“神州迎春”“盛世重光”八大板块，

共展出工艺美术、古琴艺术、传统乐器、丝路壁画、中华戏曲、

金石篆刻、木版年画、民俗表演等多个门类 1298 件（套）工艺

美术和非遗珍品佳作。展览中 80%的展品是第一次面向社会

公众展出，大部分展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 70 年积累的珍藏。

展览设计了众多互动环节，观众可扫描二维码观看、收听展品

的讲解，现场还设有拓本、书法、篆刻等演示体验活动，在多功

能剧场设置了动态展示区域。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韩子勇介

绍，“中华瑰宝”展览与场馆相得益彰，是北京冬奥会期间一项

重要文化活动。为此，该馆特别设计了冬奥主题的装置景观

《从阿勒泰到北京》，置于馆内中央大厅入口处。这一装置将

远古先民的滑雪起源和北京的冰雪文化用镜面不锈钢呈现出

来，为北京冬奥喝彩。

中国工艺美术馆开馆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陈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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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改变乡村R

青山隐隐，云雾缭绕，近水如带，淙淙流

淌。安徽宣城宁国市港口镇的青山绿水间，

坐落着一个静谧的小山村。这个村子有些不

一样：形似吉他的表演舞台、造型各异的竹艺

雕塑、丰富多彩的 3D 绘画，把原本普通的山

村装点得活力十足。

这里是西村村。港口镇党委委员李雪

说：“西村村的艺术化改造，吸引了各地游客

前来观赏，旅游旺季时，车在村外都要排好几

公里。”

艺术扮靓乡村，小小山村，美丽蝶变。

改造乡村景观，形成
艺术品牌

村里的一根电线杆，被绘成了金箍棒，后

面 的 墙 上 又 画 了 个 孙 悟 空 ，看 起 来 栩 栩 如

生。走在西村村，农家院落墙上的 3D 童趣

画，让人忍不住驻足拍照。

走进一处农家院落，沿着青石板路，一座

白墙黛瓦的皖南古民居出现在眼前，屋檐下

一排大红灯笼微微摆动，墙角处的紫色花架

引人注目，庭院里摆着几张欧式长椅和秋千，

中西结合的设计风格为古宅增色不少。

不一样的村景，得益于港口镇启动的美

丽庭院创建工作。2016 年起，镇里鼓励村民

对自家庭院进行艺术改造，并给予适当补助，

艺术元素开始融入西村村的生活。2017 年，

西村村邀请专业团队，以“遇见童年的自己”

为主题，在院墙上进行 3D 绘画，让这里成了

网红打卡地。周末，会有不少市民来村里寻

找童年记忆。

之后，村里通过政策奖补、土地流转，鼓

励大户统一进行农作物种植，保持田园风貌

的完整性。与此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对村里

的闲置、废弃房屋进行艺术化改造，古风馆、

光影艺术馆等陆续建起来。

变化的不只是村里的建筑，文艺活动也

逐渐丰富起来。每年 4 月，皖南花鼓戏文化

周如约而至。剧团联合舞蹈队、龙灯队为村

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文艺表演。此

外，还有“年味·西村”“田园大秀场”“梦幻·西

村夜”等活动……宁国市副市长、港口镇党委

书记李华说，通过一系列活动，西村村形成了

独有的艺术 IP，收获了知名度和美誉度。

摄影家走进山村，村民
爱上拍摄

走在村里的乡间小路，会被一面面摄影

墙吸引。斑驳的古宅外墙上，几十幅照片整

齐排列，既有风景照，也有人物特写。“摄影墙

不仅美化了村居环境，更是西村村近几年发

展变迁的最好见证。”李雪说。

几年前，当地党委政府在中国摄影家协

会的支持下，决定以摄影为抓手，打造西村

村特色艺术品牌。2018 年，西村村正式被中

国 摄 影 家 协 会 命 名 为 中 国 首 个 摄 影 艺 术

乡村。

2018 年 10 月，中国摄影家协会纪实委员

会、《中国摄影》杂志等单位，在西村村举办了

首届“乡村里的中国·安徽宁国港口镇”全国

摄影大展，各地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住西

村、游西村、拍西村。“摄影大展举办了 4 届，每

年我们都会挑选优秀的作品上墙展示，摄影

墙已经成为村里的一个特色景点。”李雪说。

西 村 村 来 了 摄 影 家 ，西 村 村 的 村 民 也

爱 上 了 拍 摄 。 农 闲 时 节 ，西 村 村 举 办 手 机

摄 影 培 训 活 动 ，邀 请 各 地 的 摄 影 家 给 村 民

传 授 摄 影 技 巧 。“村 民 通 过 手 机 记 录 生 活 ，

在 网 上 分 享 生 活 ，无 形 中 扩 大 了 西 村 村 的

影响力。”李华说。

49 岁的村民汪大勇连续两年参加了村

里的摄影培训班，拍照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

提高。汪大勇骄傲地说：“前两年，我以村里

皖南花鼓戏为主题拍摄的照片，在摄影大展

中拿到了一等奖。”

摄影走入西村村，改变的不只是村民。

从用摄影记录生活到举办 4 届全国摄影大

展，从探索 艺 术 家 驻 村 计 划 到 成 为 中 国 首

个 摄 影 艺 术 乡 村 ，从 建 立 西 村 照 相 馆 到

西 村 景 区 被 评 为 3A 级旅游景区，安徽省

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晓红说：“近年来，西村

村逐渐形成‘摄影艺术+’带动‘多元艺术+’

的发展模式，摄影成为村里与外界交流沟通

的平台。”

带火旅游产业，村里
人气更旺

临近傍晚，漫步西村村，阵阵香味扑鼻而

来。循着香气，走入村里的一家民宿，厨房

里，老板汪文琪正和妻子忙得不可开交。

西村村三面环山，耕地稀少，原本村民的

经济收入以农林业和外出务工为主。今年 54
岁的汪文琪多年来也一直和妻子在外打工。

2017 年，转机到来。随着艺术改造的深入，汪

文琪瞅准机会，回到村里开起了农家乐。

为了与整村艺术氛围相契合，改建时，汪

文琪费了不少心思，院里的旧物改造、屋里的

艺术根雕等，都经过精心设计，一步一景。“通

过旅游产业的带动，越来越多人回到村里。”

李华说：“如今的西村村更有人气”。

打造文创艺术的宣州区前进村、以现代

田园艺术为主题的郎溪县下吴村……在宣

城，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了艺术改变乡村之

路。“我们启动了‘皖南星 7 天’艺术乡村品牌

打造计划，将用 3 年时间，分别在 7 个市区县

重点打造 1 个艺术乡村、培育 1 个艺术乡村，

充分发挥艺术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助力作

用。”宣城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陶德宝说。

图①：西村村举办的全国摄影大展。

李晓红摄（影像中国）

图②：3D 绘画墙前，小朋友在玩耍。

汪文琪摄

图③：油布伞装扮乡村庭院。

李晓红摄（影像中国）

引入摄影艺术、打造特色品牌，安徽宣城西村村——

光影为媒，定格山乡之美山乡之美
本报记者 田先进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村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

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也要跟上。当前，以艺术助力乡村建设的实践

正在广袤的乡村大地展开。引入一种艺术门类丰富村民生活、以

艺术创意带动传统手工艺发展、根植于乡村传统风貌进行艺术设

计改造……艺术的介入、村民的参与，让村落更美，也激活了乡村

发展的更多路径。本版今起推出“艺术改变乡村”系列报道，展现

艺术赋能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感受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艺术力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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