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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文化年货到家门

海南儋州，风和日丽。日前，海南省文联文艺志
愿服务小分队来到中和镇高第村，开展丰富多彩的慰
问活动，为 16户脱贫户送来新春对联、新年挂历和儋
州土糖等年货。在非遗互动体验中，剪纸传统技艺吸
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摩。许多小朋友在传承人的耐心
指导下模仿学习，不多久便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新年伊始，浙江省文艺家志愿者服务总团走进杭
州市萧山区衙前镇，用文艺的形式慰问奋战在各行各
业、各条战线的工作人员。当晚，尽管室外寒意逼
人，但在衙前文体中心的演出现场却暖意融融。艺术
家们带来了歌舞 《红旗飘飘》、相声 《幸福畅想曲》、
越剧《梁祝·十八相送》等多个精彩节目，现场笑声不
断、掌声不停。

“过年贴春联是咱们中国人的习俗，艺术家给我送
‘福’到家，真是既暖心又贴心！”北京市东城区天坛
街道的一位大妈乐呵呵地说。当天，北京市文联工作
人员把艺术家们精心创作的春联、“福”字、剪纸、泥
塑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年货，交到居民代表手中，送上
温暖的新春祝福。

……
自 2021 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

启动以来，中国文联充分发挥联系广泛、艺术门类齐
全等优势，组织各地文艺志愿者走基层，为当地百姓
带来丰厚的文化大餐。

“送文化”，更要“种文化”。在河南省淅川县，
中国文联、中国摄协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不仅为当地
村民拍摄全家福，还与当地摄影人进行结对子创作活
动，并举办公益摄影讲座，分享摄影经历、传授摄影
经验。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来自中国文艺志愿者
协会的 6 名艺术家与镇上的文艺爱好者结对帮扶，开
展辅导培训。“能与大庄镇结成对子更是一件有意义
的事。作为指导老师，今后我要与大庄镇的书法爱好
者一道，努力担当文化使命，增强文化自觉，坚守传
统经典，追求正大气象。”文艺志愿者、书法家张铜
彦说。

据主办方介绍，2021 年文化进万家活动紧紧围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主题，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充实、内涵丰富的文化文艺活
动，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凝聚团结进取、奋发
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是从2014年
起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活动。
为进一步适应新时代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精神文化
需求，呼应百姓期盼，2021 年“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由元旦春节期间集中开展，扩展为全
年常态化开展。

视频直播，线上年味一样浓

结合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许多城市提出
“就地过年”的倡议。如何让远在他乡的人们也能感受
到浓浓的家乡年味？根据“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活动统一部署安排，由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主
办，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协办，快手、抖音、微博、酷
狗等网络平台参与的“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
年”活动于1月20日启动上线。

活动支持各地以系列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拍摄
记录符合当地疫情防控规定、可以在当地举办的民俗
活动的全过程及相关年俗场景，上传至平台活动专区
集中展播。如湖北将通过老河口木版年画、鄂州雕花
剪纸、潜江草把龙等非遗短视频展示当地春节年俗氛
围；上海将通过浦东绕龙灯、豫园灯会、罗店彩灯等
非遗短视频展示“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民俗场景。网
友可参与拍摄上传、互动交流。

参与此次活动的快手、抖音、微博、酷狗等平
台，从 1 月 20 日起已陆续上线“视频直播家乡年”展
播专区，并推出了与“年文化”相关的话题、直播等
活动。其中，快手推出“寻味非遗年 过家乡的节”
活动，邀请主播达人以短视频形式，助力家乡非遗以
及在当地开展非遗直播；抖音发起“非遗过年 DOU
来播”话题线上区域赛，按照华北、华中、华南等 7
个地域分区，展示当地非遗民俗项目；微博为各省政

务号发布的“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视频搭建互动投
票通道，号召网友为家乡的非遗项目助力，通过为非
遗优质短视频投票，评选出最受网友欢迎的“视频直
播家乡年”非遗视频榜单；酷狗直播平台策划“直播
见非遗 云上有年俗”系列活动，推出“酷狗主播带你
逛家乡年”直播专区、“我记忆中的乡音年味”主题歌
单等。

看皮影、贴年画、剪窗花……在 2 月 2 日上线的
“酷狗主播带你逛家乡年”直播专区中，酷狗主播相继
探访京西皮影、京彩瓷、剪纸、杨柳青年画、挂甲寺
庆音法鼓5位非遗传承人，为线上网友带去非遗中的年
俗故事，体验年俗文化中的非遗技艺。

“杨柳青木版年画是天津三绝之一，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主要由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组
成。”2月2日上午，杨柳青年画传承人霍树青与酷狗主
播一起带网友在直播间里做起了木版年画。霍树青一
边说着，一边演示起套印工艺。只见他手握鬃刷，在
一块刻有图案的木板上快速刷上墨汁，小心将宣纸覆
在画板上后拓平，不到 2分钟，一个象征“莲年有余”
的娃娃形象便跃然纸上，直播间迅速被网友的“点
赞”刷屏。

作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非遗项目，杨柳青年画蕴含着悠久深厚的中国年文
化。“一幅年画，可以把年味儿带回家。”霍树青对网
友说，每一幅年画背后讲述着与“年”有关的故事，
有的代表连年有余，有的代表财源滚滚，无不表达着
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

“让非遗年俗进入直播间，网友在感受浓浓年味儿
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近距离接触非遗传承人，了解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而推动这些与年俗相关的非遗项
目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酷狗宣传总监方圆说。据了
解，“酷狗主播带你逛家乡年”系列直播活动共计 5
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百万次。

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视
频直播家乡年”活动，不仅有利于展示中国丰富独特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就地过年”民众及海外华侨
华人在网上感受家乡的味道、过年的味道，还将展现
中国人民抗击疫情、驱散阴霾、欢乐喜庆过大年的浓
厚氛围。

本报电 （记者赖睿） 2 月 7 日，
“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
小康生活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北京首都
博物馆开展。活动由中宣部文艺局、
中央文明办一局、文化和旅游部公共
服务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是

“新生活·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
小康生活主题美术创作征集展示活动
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收录了230余幅 （套） 入选作
品，分为“小康新生活”“时代新风
尚”“贺岁新年画”三个单元，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倡导文明健康生
活方式、欢度新春佳节等主题，真
实、生动描绘出中华大地上美好动人
的小康图景，为以年画为代表的传统
民间艺术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时代
情感、时代审美气息。

此外，江苏苏州、天津杨柳青、
山东潍坊、河南开封、河北武强、四
川绵竹等传统年画产地以及山东文化
馆、江苏淮安文化馆也将举办联展和
巡展活动。部分作品还会印制成年
历、春联、福字等文化衍生品，通过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基层文化馆站
等渠道，赠送给基层群众。

2 月 3 日，本次征集展示活动的
“云上年画展”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
上已拉开帷幕。全国观众春节期间可
以线上线下赏年画、讲年画、绘年画、寻年画、乐年
画，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共唱小康生活新歌。

据悉，为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描绘新时代生活图
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新生活·
新风尚·新年画”——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美术创作征集
展示活动2021年春节前后在全国广泛开展。广大人民群
众拿起画笔描绘自己的新生活，专业美术工作者深入基
层感受身边的新变化，通过木版年画、新年画、农民画
以及具有年画元素的插画等多种表现形式，为生活画
像、为时代画传。

大型纪录片 《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 于 1 月 25 日
至 1 月 28 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
时段播出。纪录片共 8集，分别为 《中华疆土》《家国
天下》《血脉交融》《共同开拓》《多教并存》《互鉴通
和》《万里同风》 和 《华夏一体》，以时间推演为主
干，以民族、宗教、文化主题为枝干，探幽解密，抚
今追昔。

作为历史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在浩如
烟海的历史文物和遗址中，选取了最具有史学价值和
现实意义的文物存证，让观众能够迅速抓住要领，
查看历史真相，了解它们的文化价值。片中拍摄了
100 多处重要的历史遗址、500 多件各个时期的珍贵

文物，例如第一集 《中华疆土》 开宗明义介绍的第
一个文物存证，就是在尼雅古城遗址发现的锦护
臂，上面“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大字历历在
目。形成于公元前二世纪至五世纪地处塔里木盆地
中央的尼雅古城遗址中，发现了新疆地区出土文物
中最早的“中国”二字，对于研究新疆历史、中原
历史和亚洲历史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中，如吐
鲁番唐代佛教壁画、孔雀河烽燧唐代军镇遗物等，都
是第一次与电视观众见面。

在让文物遗存“开口说话”的同时，纪录片还有
几十位专家学者的同期采访，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
进行分析点评。他们中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

员，也有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的汉学家和知名学
者，更有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
学院、新疆师范大学等单位的本地专家，后者人数占
到总数的一半以上。以马和木提·阿不都外力、本拉
提·黑尼亚提、台来提·乌布力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研
究人员，以有理有据、客观生动的分析点评，给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事实的力量不容置疑，逻辑的力量不可逆转。
《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 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
址、每一位历史人物虽然有不同的历史渊源，但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是东西方沟通融合、
文化宗教共同发展的“当事者”“见证者”和“讲述
者”。这部充满西域风情的纪录片，以丰富新鲜的考
古成果、深入细致的现场采访和简洁精炼的专家解
读，梳理历史根脉，凸显重大事件，再现新疆几千
年的发展史，以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和客观冷静的
严谨叙事，昭示了一个重大的主题：新疆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家国一体、华夏
一体的历史经验为一代又一代的新疆各族人民带来
了希望与福祉。

本报电（记者王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1网络春
晚于2月4日播出，晚会以“新年开新局”为主题，立足
当代青年人的创新创造，将“开新”作为整场晚会的线
索脉络，展示年轻人向上姿态。晚会通过“2020年开了
哪些新？”“为了什么而开新？”“未来将要如何开新？”等
话题，用国风、街舞等新鲜文化形态，打造一场“青春
嘉年华”。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网络春晚主打“年轻态”，激发
不同年龄段人们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形式上，晚会弱化
主持人角色，引入全新的角色——“开新合伙人”，通过
创意互动、语言表达、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串起晚会的
整体结构，倡导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表达，让晚会更贴近每个人的生活。据悉，网络春晚创
办于2011年，聚焦“网络”与“青春”，十年来留下了许
多精彩难忘的瞬间。

本报电（朱军）《摄影实战手记——一个记者30年的
记录与思考》 近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
新华社高级记者、资深媒体人刘卫兵历时近两年撰写完
成。该书以记者多年的摄影经历为主线，通过大量案例
讲述各种摄影实战中技术技巧的运用，以及纪实新闻摄
影与时代变革发展的思考。

该彩色图书共六章、39节，17万字，300余张图片，
是作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拍摄的几十万张图片、撰写
的上百万文字中凝练总结而来。从聚焦贫困山区到街拍
社会新闻，从香港驻站采访到奔波在战争前线，从抓拍
社会名流到记录海外风情，从专职时政新闻到日常生活
拍摄，内容涵盖社会新闻、突发事件，时政新闻、现场
名人、海外风情及日常生活摄影。全书理论与实践、经
验与教训相结合，图文并茂，可读性强，既是一本讲述
摄影采访实战和技术技巧的摄影书，又是一部记录改革
开放发展的史料性图文作品。

这些成果源于刘卫兵 30 年坚守采访一线，勤奋思
考，笔耕不辍。刘卫兵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新闻摄影专
业毕业生，长期从事社会和时政新闻报道，摄影作品曾
获中国新闻奖。出版过 《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
的中国改革开放》（中、英、阿文版）《回望20年——一位
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手记》《奔波在战争前线》《随访连战的
日子》《日本人印象》等多部图文作品和摄影画册。作品曾
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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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志愿者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写春联
图片来自“中国文艺志愿者”微信公众号

▲ 文艺志愿者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写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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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年轻态”

网络春晚呈现新鲜文化形态

记录改革变迁 留住历史瞬间

《摄影实战手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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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万家 欢乐过大年
本报记者 赖 睿 郑 娜

春节已近，年味愈浓。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 中 国 文 联 联 合 主 办 的 2021 年 “ 我 们 的 中 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掀起新一轮热潮。

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文化进万家

活动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组织人员精干、水平精湛

的文化文艺小分队奔赴基层，并以“互联网+”推动线

上线下联动开展文艺演出、文艺培训、文化服务等，

让年味“不打烊”。

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

让文物遗存“开口说话”
本报记者 郑 娜

▲ 浙江省文艺家志愿者服务总团走进萧山区衙前镇慰问演出现场
图片来自“浙江文艺”微信公众号

◀ 酷狗
主 播 与 京 西
皮 影 传 承 人
王 熙 （ 右 ）
在直播中
酷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