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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浙江台州 6月 5日电 （记者陈圆圆）6 月 3 日—5 日，

由中国作家协会、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作家活动周”在浙

江省台州市举办。活动以“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48 名作

家、13 名编辑等参加。

活动期间，作家们与文学工作者参访一江山岛战役遗址、

大陈岛垦荒纪念碑等，追寻红色记忆，厚植家国情怀。“文学一

堂课”等活动为编辑与基层作家、作家与读者之间搭建起文学

的沟通桥梁。参加活动的作家表示，“做人民的学生”是作家

的必修课，作家要为人民而书写，肩负起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

重任，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从 2023 年 3 月开始，中国作协陆续在北京市、湖

南益阳市、山东临沂市等地举办了“作家活动周”，前不久还举

办了“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希望通

过开展常态化活动，激发广大作家的创作动力，推进新时代文

学高质量发展。

以“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

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举办

本报沈阳 6月 5日电 （记者郝迎灿）记者从辽宁省地震

局了解到：日前，辽宁省地震预警信息服务正式开通。

辽宁省地震局副局长程海生介绍，辽宁省地震预警信息服

务范围为辽宁省全域，提供全省范围内分钟级地震烈度速报和

重点预警区秒级地震预警服务。当辽宁省及周边地区发生震级

4.0级或震中烈度大于 5度的地震、全国范围内发生震级 7.0级或

震中烈度大于 9度的地震时，预警系统将发布地震预警信息。

目前，辽宁全省已建成专业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终端 600
余套，大部分分布在中小学校。为拓展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

辽宁省地震局将在今年内逐步开通应急广播电视平台、气象

大喇叭信息服务渠道，并探索使用微信及手机专用软件等方

式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服务。

辽宁开通地震预警信息服务

本报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何思琦）5 日，纪录片电影

《再会长江》在北京举行首映礼。该影片由日本导演竹内亮执

导，讲述了一个跨越 6300 公里，追寻长江源头第一滴水的故

事，展现长江的变化、沿岸居民生活的变迁。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表示：“《再会长江》用心用情，

不仅呈现了长江的秀美壮阔，更专注挖掘长江的人文价值。竹

内亮导演用纪实的手法，客观真实地讲述了长江的鲜活故事。”

目前，《再会长江》正在全国影院上映。影片以生动的影

像和真实的情感，搭建了一座理解与交流的桥梁，展示出文化

交流的巨大潜力。

纪录片电影《再会长江》首映礼举行

本版责编：智春丽 曹雪盟 陈世涵

“色彩明丽”“构图高级”“工艺精湛”……

“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年艺术与设

计展”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以下简称“中国非遗馆”）举办，现场

参观者众多，一条依据敦煌藻井图案设计的

丝巾展品前，观众连连赞叹。

借鉴了故宫太和殿的尺度比例，立面呈

三段式，外立面造型提炼自传统建筑中花窗

纹样和博古架元素……在北京中轴线北延长

线上，坐落于湖景东路 16 号的中国非遗馆造

型庄重典雅，别具一格。走进其中，门类多

样、特色鲜明的非遗展品令人目不暇接，丰富

多彩的活动受到观众欢迎。

非遗不仅能看能听，还
能体验互动

上 午 10 点 ，市 民 宋 文 嘉 来 到 中 国 非 遗

馆，“听说有个特别不一样的陕北民歌展，今

天过来看看。”

在讲解员带领下，宋文嘉对陕北民歌的

历史和特色有了大致了解。之后，在精心布

置的展厅内，她进入陕北高原的“崖洼洼”。

黄土地、山崖、沟壑造型的展台间，陕北民歌

手边走边唱。沉浸其中还没回过神，锣鼓一

响、扇子打开，陕北秧歌又跳起来。

“在这里，非遗不仅能看能听，还能体验

互动，怪不得展览这么火。”宋文嘉说。

不只陕北民歌，在昆曲、古琴、皮影戏等

展览中，中国非遗馆都将讲解、展示、互动体

验融为一体，让观众认识非遗、了解非遗、爱

上非遗。

独特的音乐和唱腔、典雅的造型、细腻传

神的展示……在遇见非遗：“京”彩皮影——

北京皮影戏社教活动现场，国家级非遗北京

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的表演让观众看得入

神，引来阵阵掌声。

不仅有实物展览、文献资料、多媒体动

画、装置艺术，还能动手体验传统印染工艺中

的“漏浆刷印”环节——走进“青出于蓝”蓝印

花布主题展览，丰富多样的展览方式让观众

与中国传统染织“零距离”。

中国非遗馆党委书记王晨阳认为，非遗

“活 ”在 当 下 ，与 每 个 人 的 衣 食 住 行 密 切 相

关，“非遗项目的展示，是将无形的、长期的

文化传统、认知方式等，以可理解、可感知的

方式呈现出来。”

“与博物馆不同，非遗馆不仅要展示非遗

的历史和发展历程，还要展示非遗的存续状

态。展览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

内容和形式上注重活态呈现，体现非遗传承

人的重要性。”王晨阳说。

搭建平台，提升非遗的
可见度和影响力

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中

国非遗馆举办的“气象万千——中国非遗保

护实践主题展”也将于 6 月 7 日与观众见面。

展览涵盖十大门类，共计 100 余项非遗项目、

600 多件/套展品，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实

景+多媒体互动”的展示形式，呈现非遗的时

代风貌。展览期间，将有 100 名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带徒现场展演，观众可参与体验互动，

感受非遗之美。

说起中国非遗馆的建设初衷，王晨阳说，

“非遗项目门类多、项目多、地域广，建立常态

化的展示展陈空间和平台，将有利于提升非

遗的可见度和影响力。”中国非遗馆对国家

级、省级、市级、县级 4 级非遗项目敞开大门，

搭建传承、展示、传播的平台。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

出 ，要 建 设 20 个 国 家 级 非 遗 馆 。 2021 年 8
月，《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的意见》明确，在现有基础上，统筹建设利

用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动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配套改建新建传承

体验中心。在此背景下，中国非遗馆于 2022
年 2 月 5 日建成并对外开放。

目前，中国非遗馆正在研究非遗馆的建设

和服务标准，并加强与其他非遗馆的合作。王

晨阳说：“我们要把非遗人的智慧凝聚起来，

让非遗与人们产生更密切的互动，推动非遗项

目融入当代生活，激发非遗保护传承的活力。”

营造接地气、有活力、生
活化的文化空间

从上海到北京出差的李少丽，特意利用

空闲时间参观了中国非遗馆。“种类繁多的非

遗作品让我大开眼界，太惊艳了。”在非遗馆

内，李少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机会我还

要带孩子来瞧瞧。”

为了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非遗、接触非遗，

中国非遗馆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中国巧手”

美育系列社会教育活动，让青少年体验工艺之

美。截至目前，“中国巧手”美育系列社教活动

已举办 20期，线上线下观众达 40余万人。

非遗馆的研学活动很受欢迎。为了让观

众更全面、充分地了解非遗，中国非遗馆与传

承人一起研发“教学包”。“传承谱系是怎样

的，历史上的代表性传承人有哪些，项目有什

么特色……在中国非遗馆，传承人会手把手、

面对面教学，将地地道道的非遗知识普及给

广大参与者。”王晨阳说。

“希望未来能够与全国的非遗馆合作，让传

承人的‘教学包’、研学课程形成体系，在各大非

遗馆交流，让各地观众都能受益。”王晨阳说。

王晨阳表示，中国非遗馆力图营造接地

气、有活力、生活化的文化空间，让走进中国

非遗馆的观众，都能够充分体验、参与、交流，

领略非遗的魅力。

图为在中国非遗馆内，非遗传承人现场

表演北京皮影戏。

中国非遗馆供图

听民歌、看皮影、做印染，走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展陈接地气 非遗聚人气
本报记者 郑海鸥

■辽阔的大地 多彩的非遗R

制图：沈亦伶

不仅能欣赏展览，还能体
验互动、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
交流、参加非遗研学……走进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馆，立体多样的展览
形式让观众充分感受非遗的
魅力。自建成并对外开放以
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注
重非遗项目的活态展示，营造
接地气、有活力、生活化的文
化空间，让更多人认识非遗、
了解非遗、爱上非遗。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