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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归来吧，归来哟……”11 月 3 日晚，当一首男声五重
唱 《故乡的云》 响起时，坐在台下的广西巴马瑶族自
治县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黄芯雨湿润了眼眶。虽然是第
一次听这首歌，但她一下子就被优美的旋律和歌词深
深打动，情不自禁落下眼泪。这晚，在离开三江侗族
自治县之后，中国交响乐团 30 多位艺术家来到巴马，
开展第二场“艺术为民”服务基层活动。虽然舞台简
陋、音响不佳，但艺术家们倾尽所有真情，以精湛的
表演，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带来一场难忘
的音乐盛宴。

为偏远地区民众带来艺术熏陶

中国交响乐团赴广西的第二场“艺术为民”服务
基层演出地点，在巴马县第三初级中学多功能厅。11
月3日晚19时30分，该校120位学生以及全县330多位
音乐教师、民间合唱团成员等人员，早早就进场等
候。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欣赏现场音乐会。

“如果不是国家文艺院团的文化下基层活动，平时
学生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么多国家级的艺术家，欣
赏到这么高水平的演出。”巴马县第三初级中学校长黄
甫荣对记者说。据他介绍，该校有 4000 多位在校生，
以壮族、瑶族为主，大部分都是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
儿童。“相信这场音乐会不仅能增长他们的见识，也能
够慰藉他们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

20时，音乐会在弦乐四重奏 《花好月圆》 中拉开
序幕。紧接着，《紫竹调》《抒情圆舞曲》《茉莉花》

《梁祝》 等 5 首弦乐四重奏作品，以及 《我爱你中国》
《把一切献给你》《长江之歌》 等 12 首曲目轮番上演。
经典旋律在艺术家们高超的演奏和歌唱中，绽放魅
力，震撼全场。

演出结束后，全体观众起立鼓掌。在经久不息的
掌声中，艺术家们再次返场，与观众同唱《思念》，饱
含深情的歌声久久飘荡在校园里。直至散场，许多学
生还不舍离去，围着艺术家们握手、欢呼、拍照合
影。“老师你们唱得太好了！”“我好喜欢你！”“你们还
能再来吗？”钢琴演奏家李玥，女高音歌唱家孙笑盈、
潘雨果、梁妍等人被学生簇拥着，彼此的心紧紧地靠

在了一起。
看到这样的场景，巴马县委常委、副县长蔡山帝

也深受触动：“巴马县今年 5月刚刚宣告整县脱贫。即
便如此，巴马的孩子们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与高雅艺
术来一次亲密接触。今晚，中国交响乐团艺术家们的
精彩演出，深深打动了现场所有观众，也为孩子们感
知音乐艺术魅力、普及音乐美学教育打开了大门。”

在基层中与人民贴得更近

“艺术家们下基层，一方面给当地民众带去了宝贵
的精神文化财富，另一方面也在被人民和生活滋养

着，只有真正深入生活，了解基层，才能提高艺术创
作的空间，才能与人民贴得更近。”中国交响乐团有关
负责人表示。

作为国家级文艺院团，中国交响乐团从建团之日
起就始终坚持艺术为民，常年开展文化下基层活动。
近年来，保持每年赴老少边穷及县以下地区开展基层
服务演出 30场左右。演出团队既有贴近群众的合唱小
队，也有专业突出的室内乐团；形式涵盖古典室内
乐、合唱重唱及独唱和器乐独奏等；曲目兼顾中西、
雅俗共赏，从古典乐到流行乐，从传统民歌到西方歌
剧，为基层民众带去了多艺术时期、多地域最具代表
性的经典音乐作品。

为保证基层民众能享受到乐团的最高水准，每次
团里都派出精兵强将。此次赴广西的 30 多位艺术家
中，就有4位国家一级演员、9位国家二级演员。一听
下基层，大家只要手上没有工作安排，都是二话不
说，“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偏远贫困地区往往交通不便、食宿简陋，更别说
有什么专业的音乐厅和剧场，艺术们家常常因此遭遇
各种“难题”。例如女高音歌唱家朱方在北方的大冬天
穿着单薄的演出服，到户外给民众演唱。男高音歌唱
家林杉遇到过唱了一半音响突然坏了的情况，最后直
接清唱。在巴马演出时，刚入团一个多月的小提琴演
奏员刘镇源生着病，前脚吃完药，后脚随即上台。

面对大大小小的困难，乐团以党建凝聚力量，由
党员发挥先锋带头作用。一些老同志也被召唤回来，加
入到下基层的队伍中。国家一级演员、男中音歌唱家任
勇烈自2019年4月退休后，已经是第7次下基层。此次，
他依然放弃了原本可以清闲度过的时光，跟年轻人一起
坐飞机、转高铁、搭乘六七个小时的大巴奔赴三江和巴
马，“这世上有一些事不能估算价值，是一定要去做
的。作为老同志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就要在业务和
生活上给年轻人做好表率，把国交的精神传承下去”。

在党员和老同志的带动下，年轻人也更加坚定了深
入基层的信念。“下基层是很好的锻炼，让我可以适应不
同的演出场地。当地老百姓包括小孩，很多是第一次听
交响乐，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刘镇源说。

短短几天的基层演出虽然已经结束，但艺术家们
艺术为民的脚步将一直走下去。

让音乐回荡在更广阔的大地
本报记者 郑 娜

在小桥流水中，和伴侣一起柴米油盐、静看炊烟，是
极具中国传统风韵的生活理想。近日，由腾讯视频推出的

《幸福三重奏》第三季 （下图） 就让理想照进了现实。该节
目记录了三对夫妻在浙江泰顺县徐岙底村传统民居中的幸
福时光，通过对他们的日常观察，构建婚姻幸福的多元要
义，传递温暖积极的情感价值理念。

在传统田园生活与现代婚姻洞察的交叠中，《幸福三重
奏》 全方位展现了徐岙底村落的淳朴古韵与风土人情，为
乡村经济振兴添加了一份“幸福助力”。节目中，嘉宾在徐
岙底村生活劳作，动手打栗子、进山找竹笋；漫步村落，
走上独具风情的廊桥，欣赏古建民居；与畲族人民交往，
感受淳朴的民族风情；参
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乌衣红
粬的酿制过程，体味百年
飘香的“红粬”神韵……
借助电视节目形式，当地
的生态风光和非遗文化得
以呈现，“村景、村韵、村
品 ” 得 以 展 示 。 节 目 中

“旧房翻新”“民宿改造”
等思路还给周边乡村也带
来示范，吸引游客，带富
百姓，助力古村再次走进
大众视野。

由中国青年报社、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我们的太
空新媒体中心、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联合学而思网校共同推出的国内首部航天科普公益
在线素质课程 《强国课堂》，近期在中青在线、学而思网校
等平台播出。该课程共计20集，每集时长10至15分钟，以“太
空请回答”为主题，涵盖中国航天史、太空科普、航天工程、空
间应用等方面知识，聚焦中国航天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以
及重要成就。通过讲述中国航天故事，帮助青少年普及航
天知识，弘扬航天精神，激励青少年勇于探索，敢于担当
历史重任。

《强国课堂》可谓“大家”云集，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载人飞船系
统总设计师、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项目负责人张柏楠，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遥感卫星总指挥、总设计师张庆君，国
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研究员
杨宇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
……一经播出便引起了孩子和家长的好评，有网友留言：

“强国课堂，少年向往。浩瀚太空，青春绽放。从小立志，
梦想飞翔。”

《强国课堂》探寻太空奥秘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强国课堂》探寻太空奥秘
本报记者 郑海鸥

为乡村添加“幸福砝码”
冯 晶

本报电（宗祖盼） 11月7日，由深圳市委宣传部、
南山区人民政府、深圳大学主办，深圳大学文化产业
研究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承办的“2020 文化科技
创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发布了 《文化科技蓝皮

书：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20）》，该蓝皮书已经
连续8年出版，是全面反映国内外文化科技融合创新领
域的权威性、前沿性成果。

当今，数字信息技术的裂变式发展正全方位重构
传统行业的生态环境，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常
态化防控更是对数字化、信息化提出了刚性要求。
论坛上，专家指出文化科技融合仍然是文化创新发

展的主要动力，科技创新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创作、传
播和消费转型，重塑了文化艺术产业生态。鉴于国际
疫情防控态势依然严峻，面对疫情给 2020年文旅产业
带来的挑战，许多专家纷纷建言献策，对后疫情时代
如何推动文旅产业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和业态创新，
以及如何提升文旅公共服务、线上营销、场景设计等
提出见解。

2020文化科技创新论坛举行

艺术家在巴马演出，并与学生合照 石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