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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我和团队第一次到浙江绍兴

越城区云松村，一望无际的茶园绵延群山，

令人陶醉。当时的云松村就已完成了新路

铺设、建筑改造等工作。在此基础上，我和

团队将艺术引入乡村，让村子更美，也凝聚

更多人气。

乡村是熟人社会，因此调动村民的积

极性共同参与显得格外重要。为此团队做

过不少尝试：公共艺术作品、景观微改造、

艺术支教活动、村庄影像志、展览……我们

都会邀请村民参与进来，一同感受艺术的

魅力。比如公共艺术作品《百家布》，就是

由村党委号召村民，拿出自家有纪念意义

的衣服、被单等缝合制成的。在这个过程

中，艺术成为良好的沟通手段，为后续改造

做了情感铺垫。

与村民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两个人令

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年过九旬的罗金渭老

人，另一个是坡塘村党委副书记劳卓娜。

初见罗金渭时，老人家一身军装，佩戴

着勋章。他说自己曾参加抗美援朝，用这

一身军装表达对乡村建设的期待。与他的

交流也为我们带来了做“云松村影像志”的

灵感。我们将镜头对准村民，为村庄留下

有温度的宝贵回忆。

劳卓娜不善言辞，但心思细腻。我们

第一次驻村结束准备离开绍兴时，她还特

地自制了餐食，让我们带着路上吃。这透

着她的用心，也在提醒我们，改造乡村更要

注重爱和温度。

用艺术手段改造乡村需要可持续性。

我和团队离开后，当地的艺术改造并未停

步。我想，乡村艺术改造不仅是空间层面

的更新与营建，更重要的是让村民在此过

程中感受自己生活的乡村之美。此外，也

需要集合各种社会资源，通过对村民的动

员，实现自我发展。

乡村的艺术改造能否给村民带来更多

实惠？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一个美丽的乡

村会吸引游客，但乡村不仅是游客观看的场

所，除了打卡景点之外，与村民共同营造的

乡村社区，恰恰是人们深入了解这个地方的

绝佳窗口，可以增加游客游览时长与黏性，

从而带动当地的文旅消费，促进村民增收。

与其说我们是在用艺术改造乡村，不如

说是发现与表达，我们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

的艺术，而是扎根乡土的有效建设。建设重

点是“心建”，需要凝心聚力，以对人的关怀

为出发点，逐渐赋予乡村栖居以诗意。

（本报记者窦瀚洋采访整理）

“艺乡建”领队陈炯：

改造乡村更要注重爱和温度

本报济南 2 月 24 日电 （记者肖家鑫、李蕊）23 日下午，

覆盖山东 16 市、5600 公里的确定性网络在济南宣布启动运

行。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试，确定性网络核心节点时

延抖动控制在 0.02 毫秒以内，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据介绍，确定性网络指利用网络资源打造的大带宽、低时

延、低抖动、有确定性能力的网络，能为不同行业需求提供确

定性业务体验。主要是针对工业、能源、车联网等对网络低时

延、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极高的垂直行业，按照业务级别构建

的一个有差异化服务的确定性网络。

山东启动运行确定性网络

“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我国

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

整体提升，事关高等教育强国目标

的实现。在“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

“双一流”建设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战略定位，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突出

“双一流”建设培养一流人才、服务

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

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提供有力支撑。

一流大学作为培养基础研究人

才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

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

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

好结合起来，加快实现内涵式高质

量发展，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 流 大 学 要 成 为 世 界 人 才 高

地，必须努力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

自主培养能力。培养人才是国家和

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迈入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

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满足这

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

己培养。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全面提

升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坚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大力培养具有创新潜质的高层

次复合型人才。

一流大学要成为科技创新高地，以高水平创新成果为国

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使命担当。一流大学要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加

强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推动重大科技创

新基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有

组织科研，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建设世界领先的大学

创新体系。

一流大学要成为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在开放创新、交流合

作中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强调人才自主培

养、科技自立自强，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树

立世界眼光、拓展全球视野。一流大学要坚持立足中国、面向

世界、传承创新、卓越发展，培养具备全球胜任力的学生群体、

建设全球卓越的教师队伍、提高学校国际化承载力，有效服务

国家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一流大学要当好教育改革的排头兵，把深化改革作为提

升办学水平的强大动力。深化改革与推进“双一流”建设是一

体两面的，改革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

径。要推进《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落实落地，

坚决克服“五唯”顽瘴痼疾，用好评价指挥棒。要坚持改革的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进一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推进学校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需要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

撑，一流大学要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建设世界人才高

地和创新高地，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走

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校长，本报记者赵婀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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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上海城市规划展

示馆，市民在参观数字沙盘。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是展示

城市规划与建设成果的专业性展

馆，也是展示上海城市形象和发

展成就的重要平台。经过 1 年多

的更新改造，展馆于 2 月 19 日起

面向社会公众启动压力测试。重

新开放的展馆运用了大量互动装

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城市发展。

陈玉宇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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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24 日电 （记者刘阳）24 日，《2021 中国电

视剧发展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青年观众眼中的优质国产

剧关键词和喜爱的十大国产剧、十名电视剧角色公布。

2021 年，主流文化、主流平台、主流电视剧持续引领中国

文艺精品创作，批量原创精品开辟了国产电视剧的新气象，电

视剧行业发展跨入了新阶段。此次发布的报告从年度趋势、

生产、创作、传播等 9 个方面展开解读，全面梳理了 2021 年度

中国电视剧创作与产业发展的客观情况。

2021 年青年观众眼中的优质国产剧关键词是：正能量、

剧情吸引人、演技在线、三观正、主旋律、时代感、文化自信、小

人物大时代、温暖、烟火气等。

2021 年青年观众最喜爱的十大国产剧是：《觉醒年代》

《大决战》《山海情》《跨过鸭绿江》《扫黑风暴》《叛逆者》《流金

岁月》《功勋》《小舍得》《理想之城》。

2021 年青年观众印象最深的十名电视剧角色是：陈独秀

（《觉醒年代》）、彭德怀（《跨过鸭绿江》）、林楠笙（《叛逆者》）、

蒋南孙（《流金岁月》）、陈延年（《觉醒年代》）、李水花（《山海

情》）、李延年（《功勋》）、林警官（《扫黑风暴》）、南俪（《小舍

得》）、刁大顺（《装台》）。

《2021中国电视剧发展报告》发布

家住浙江绍兴越城区坡塘村云松自然村

的陈荣苗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做了大半辈子

的竹制品，如今成了艺术品，还能用来开店

赚钱。

“ 村 里 毛 竹 多 ，这 些 竹 制 品 都 是 就 地

取 材 。”在 工 艺 品 店 铺 里 ，陈 荣 苗 介 绍 着 琳

琅 满 目 的 竹 制 工 艺 品 ，不 时 有 游 客 进 进 出

出 ，他 说 ，这 样 的 改 变 还 要 从 艺 术 团 队 的

到来说起。

艺术团队和村民同吃同住

2020 年初，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的“艺乡建”团队来到云松村采风、调研、开展

作品设计。村里人不懂：艺术团队为啥要来

我们村？

一进村，“艺乡建”领队陈炯就出了个主

意。“陈教授让我们动员村民，把绸布挂到茶

园上方。”坡塘村党委书记罗国海回忆道：“大

家难免有疑惑，挂几块布能有啥效果？”

直到去年 5 月，村里的百亩茶园飘起了

柠檬色的绸布，一件名为《看见风》的艺术作

品就此诞生，还被不少媒体报道，许多游客慕

名而来，打卡网红景点。

“随后的几个月里，1 万多人陆续来到云

松村。”罗国海说：“没想到我们这个小村庄也

能这么热闹。”这次，云松村村民感受到了“艺

术的力量”。

“后来，艺术团队又在村里挨家挨户收集

‘有故事’的布料，大家这次就很配合，我还从

女儿出生的襁褓上剪了一块。”这块布见证了

陈荣苗一家的往事，也让他成为创作团队的

一员。最终，大家将云松村每家最有意义的

布料缝制在一起，形成了一件别致的公共艺

术作品《百家布》，全村人都是创作者。

罗国海说，大家从新鲜到感动，从疑惑不

解到积极参与，那段时间，艺术团队成员和村

民同吃同住，大家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山水之美融合生活之乐

向村落深处走去，云上乡村艺术馆、云上

舞台、云上直播间等艺术展示平台在沿途自

然衔接，将山水之美与生活之乐融合起来。

沿着陈家岭古道迈上茶园观光台，百亩

茶 园 映 入 眼 帘 ，这 里 是 云 松 村 的 标 志 性 景

观。极目远望，一把直径约两米的茶壶悬空

倒挂，壶嘴喷射出一道水柱，在蓝天和茶山映

衬下，化为烟雾散在空中。

罗国海说，这是去年 7 月村委会自主打

造的微景观，取名“云壶飞瀑”，现在已成为村

里新的打卡点。在他看来，艺术之所以能在

云松村从无到有并“开花结果”，是因为大伙

儿都变“文艺”了。

这其中，就包括陈伟国、潘林娥夫妇。艺

术团队进村前，夫妻俩主要经营运输，“听说

有人来村里带着我们一起搞艺术，一开始挺

不理解的。”陈伟国说。

茶园那件《看见风》的艺术作品，村里拉

上陈伟国一起参与。后来团队又给他们支

招，让他们试着在短视频平台记录云松村的

生活日常，并建议他们摆起糍粑小摊。“上次

就有个小姑娘特意跑来买糍粑，说是我们短

视频平台上的粉丝。”陈伟国说：“过去的想法

太片面。”

村 里 还 开 始 主 动 尝 试“ 微 改 造 、精 提

升 ”，将 水 管 上 色 做 成 竹 节 形 状 ，通 过 手 绘

美 化 井 盖 ，破 旧 水 表 箱 成 了 象 棋 盘 …… 罗

国 海 介 绍 ，类 似 创 意 还 有 很 多 ，“只 要 带 着

一 双 发 现 美 的 眼 睛 ，其 实 村 里 很 多 地 方 都

能变成景观。”

风貌变得古朴清新又文艺

如今漫步村中，老物件装饰的景观小品、

独具创意的墙面设计、老台门里的咖啡馆、村

屋改造的书屋……云松村里一步一景。陈荣

苗的工艺品小店也在其中。去年 9 月，村里

特意打造了这个店铺，村民有手工艺品都可

以放在这里售卖。有了小店，陈荣苗的观念

也渐渐改变——以前缺啥做啥，现在竹艺制

品不再局限于生产生活需求，迷你版的竹水

桶、竹扁担、竹制水车作为产品，也受到游客

喜爱。

“前段时间还有游客打电话来，让我做一

套竹制酒杯。”这给陈荣苗带来新的灵感，也

带来新的收入。自从开店以来，靠着售卖竹

艺制品，他已增收 5000 余元。

沈菊英也实现了在家门口赚钱的心愿。

“我原来在城里打工，看到老家越来越好就回

来了。”沈菊英的家就在茶山脚下，位置非常

好 ，罗 国 海 鼓 励 她 开 餐 馆 。“会 有 人 来 吃 饭

吗？”带着迟疑，去年 10 月，她的餐厅成了云

松村第一家农家乐。

“有个外地姑娘来吃饭，说是特意来打卡

的，我才知道还有这个新词。”50 多岁的沈菊

英正努力尝试新花样，“摆盘、包装都要讲究，

我们还专门为店员定制了民俗服装。”沈菊英

说：“罗书记让我们结合云松村的历史文化研

究几样特色菜，可以给游客讲讲云松村的故

事。去年中秋、国庆，平均每天营收三四千

元，一天要备 20 多桌菜。”

如今的云松村，古朴清新又文艺，成为观

光、团建的好去处。“艺术赋能乡村振兴，2021
年坡塘村集体经济收入 165 万元，实现高增

长。截至目前，村里依靠新兴业态成功帮助

近 200 人实现就业。”罗国海很自豪。

提及未来，罗国海打趣说，要将文艺进行

到底。“老百姓尝到了甜头，心齐力量大，我们

得继续做出辨识度，让更多村里人留得住，让

更多城里人愿意来。”

（方彭依梦参与采写）

图①：远望云松村。 徐德艺摄

图②：“艺乡建”团队设计、当地村民制作

的竹制品。 罗瑞仪摄

图③：云松村中的艺术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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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艺术赋能乡村建设，浙江绍兴越城区云松自然村——

一步一景，村庄变得更美
本报记者 窦瀚洋

在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
院“艺乡建”团队的帮助下，浙
江绍兴越城区坡塘村云松自
然村刮起“艺术风”。创作创
意作品、建设展示平台、设计
微型景观、开发产品……村民
共同参与，村庄变得更美，带
动增收，云松村也成为远近闻
名的网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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