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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7日至21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主办的第八届中国非遗博览会（简称“非博
会”）在山东济南举办，博览会邀请211项非遗代
表性项目、100余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参展，全
面展现我国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
年来的非遗保护成果。可喜的是，山西省共有7
个非遗项目亮相博览会，其中就有3项来自于晋

中市，分别为：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冠云
平遥牛肉制作技艺、太谷饼制作技艺。

活动期间，我省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受
邀参加了“美在生态更生动”板块活动；雪梅
刺绣参加了“美在乡村好光景”板块活动；晋
中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东湖老陈醋酿制技艺、
文水葫芦制作技艺、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
冠云平遥牛肉制作技艺、太谷饼制作技艺5个
国家级项目作为展示项目参展，山西面食技

艺作为表演项目参展。
“以前我们只接触自己本省的非遗，这是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其它地区的手艺人，很多
非遗技艺真的是堪称一绝。”现场参加非博会
的市民说。

非博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自
全国各地的非遗项目汇聚一堂，精美的非遗
手工艺品、特色的非遗美食、精彩的非遗项目
展演，令参观者应接不暇，直呼过瘾。

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展台前，用料讲究、
流光溢彩的平遥推光漆器吸引了众多游客驻
足，平遥牛肉和太谷饼则深受群众欢迎，无需
多介绍，便被抢购一空。“相信在未来，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走进非遗、了解非遗、爱上非遗”，
传承人们看到如此盛况，对自己坚守的非遗
事业更是信心十足。

本届非博会以“保护传承、守正创新”为
主题，突出“人民的非遗、文化的瑰宝”“融入
现代生活、创造美好未来”等理念。活动呈现
三大特点：展现非遗连接现代生活之美，让非
遗“活”起来；展现非遗传承青年力量之美，让
非遗“火”起来；展现非遗与新技术结合之美，
让非遗“潮”起来。

主题展以“非遗·非常美”为思路，设置“美
在生态更生动”“美在匠心更创新”“美在乡村
好光景”“美在交流与互鉴”“美在创意与共享”
等重点板块。通过新颖的展陈设计、丰富的
内容供给、专业的呈现方式，充分展示非遗保
护成果、宣传非遗保护理念。 （闫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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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化自信，根植民心。近日，由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总工会主办，市文化馆承
办的晋中市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展演——百团
汇演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剧场成功举办，来
自全市的 19个优秀群众文艺团队齐聚一堂，
用动人的歌声和绚丽的舞姿给市民带来一场

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
整场节目以磅礴的艺术气势、丰富的艺术内

容、多彩的艺术形式、广泛的参与团队，描绘出一
幅全市群众文化繁荣发展的美好画卷。这些常
年坚持活跃在基层的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带来了
舞蹈、小花戏、秧歌、曲艺、小品、霸王鞭、模特秀、
民俗表演唱、京东大鼓、合唱等形式多样、内容积
极向上的22个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现了晋中

丰富的文化底蕴，彰显了晋中人民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自全省启动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展演——
百团汇演活动以来，市文化馆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紧围绕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主题，深挖群众需求，深化群文工
作，坚持热在基层、火在群众，扶持培育优秀
群众文艺团队的发展，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进一步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促进
了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李建玲）

晋中市优秀群众文艺团队展演——百团汇演活动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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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喜事》画作

王沂东美术馆

本报讯 到晋中看水，榆
社云竹湖是一处绝佳之地。为
挖掘好、维护好、打造好云竹湖
这一丰富的旅游资源，擦亮省
委赋予的“山西好风光 、最美
云竹湖”金字招牌，近日，云竹
湖旅游度假区官方网站与小
程序正式上线，游客可以在网
络搜索引擎上搜索“云竹湖旅
游度假区”，点击官方页面进
入网站，也可微信搜索“云竹
湖度假区”或扫描二维码，找
到“云竹湖度假区”小程序进
入体验。

作为华北地区少有的高
山湖泊，云竹湖不仅有岸线蜿
蜒、最美峡湾、土林奇观等生
态景观，还有丰富的水面、徒
步、骑行、航空等运动项目，也
有卡丁车、游 乐 园 、各 类 船
舶、飞行器、冰雪项目、水上
项目等游玩设施，阳光水岸
酒店、赏椿假日酒店、偏良民
宿等不同档次类型和风格的
酒店民宿，还有小银鱼、笨鸡
蛋、干面饼、阿胶等特色美食
和农特产品。

近年来，榆社县积极创建
云竹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通
过数字化手段，加强宣传推
广，更好地服务广大游客。官
方网站与小程序不仅全面展
示了云竹湖的自然美景与丰
富文化，还提供了票务预订、
路线规划、周边美食住宿推
荐等一站式旅游服务，让游
客在家就能感受到景区的独
特魅力。

未来，云竹湖旅游度假区
将依托官方网站与小程序这

一重要智慧化平台，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
质量，静待游客来云竹湖观光、休闲、度假，开启愉
悦的怡然亲水之旅。 （闫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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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随着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
公园健身已成为居民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园
建设上，昔阳县不仅注重
数量和面积的增加，更重
视品质和服务的提升，从

“标配”升级到“高配”，致
力于提供更优质的健身环
境和更贴心的健身体验。

颐民公园智慧健身步
道总长 5 公里，通过人脸
识别打卡，能自动记录运
动者的步数、速度，随时
监测运动里程及消耗的
卡路里，让健身锻炼变
得 更 加 智 能 贴 心 。 同
时，该跑道配备了 AR 人
脸识别杆、智慧互动投
影、钢琴步道、智慧驿站
等智能设备，让跑步变得
更加有趣。

除了颐民公园，昔阳
县通过“一老一小”友好
城市建设撬动“大县城”
战略加快实施，改造提升
原有六大公园，不仅为居
民提供了健身娱乐的场
所，还通过赋予不同的主
题，如“代际友好”“国防
研学”“零碳湿地”等，增
加了公园的教育意义和
趣味性。

松溪公园整体设计
风格现代化、科技化，色
调明亮轻快，环境温馨轻
松，体现出城市创新活
力；园内的儿童科技探索中心营造了欢乐轻
松的儿童游乐环境，也为群众提供了优质的
休闲餐饮阅读环境。

滨河公园增设了红船、雕塑、党建专栏、
宣誓广场、振兴广场、红色驿站等党建主题内
容，是一个功能完善，设施齐全，集“休闲娱
乐、健康、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也成为
党史学习、党性锤炼的教育培训基地。

国防公园是集国防教育、军事体验、人
防疏散、消防演练、素质拓展于一体的体验
式主题公园。市民在此既可以欣赏别致美
景、享受绿色生态，又可以增长国防知识、接
受爱国熏陶。

杏坛公园结合周边学校及社区人群使用
诉求，植入儿童驿站、儿童益智园、老年活动
区，布局健身空间及步道热身区，提升公园使
用功能。

陶乐公园按照传承历史文脉、保护文化
遗产、融入生活方式、守望精神家园的规划设
计，整体雄伟大气，成为集自然景观、人文景
观、历史文化于一体的主题公园。

同时，该县还注重打造口袋公园和带状
公园，形成了 10分钟健身休闲服务圈，群众
开门进园、推窗见绿，乐享绿色健康生活。

（郝然 梁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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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依据造型图精心刻画獬豸
形象，切割打磨琉璃造型的边缘，在烧造
室查看试釉后的颜色……近日，在介休市
洪山村唐源古建琉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制
作工坊里，琉璃匠人们忙得不亦乐乎，他
们用智慧和汗水，将普通的原材料制作成
一件件精美的琉璃作品。

介休历史文化厚重，111 项非遗记
录着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化。在这些
非遗中，洪山琉璃、洪山香独具魅力，匠
人们用心传承古法工艺，守护文化根
脉，打造文旅融合新标杆，激发乡村振
兴新活力。

介休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刘文海说：
“我主要负责上釉、试釉以及最后烧制的
过程。上釉是拿素胚进行上釉涂抹，试釉
是拿小瓷片粘上一点釉料经过高温测试
这个温度形成的釉料的颜色，这都需要层
层把关。”

今年，对于介休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

刘文婷来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结合国
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与现代设计，琉璃的
应用范围得以拓展到家居装饰、小型装
饰品和艺术欣赏等多个领域，更贴近现
代生活。

“像这个獬豸是比较呆萌的形象，是
五脊六兽其中一个，以前都放在屋檐上
面。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介休博物
馆的獬豸，因为呆萌的表情出圈了，吸引
了众多年轻人。现在正在制作獬豸冰箱
贴，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獬豸了解琉
璃文化，走进介休琉璃，走进我们的国家
级非遗技艺。”刘文婷说道。

被看见，才能被守护、被传承。在探
索途径、拓展非遗产品销售渠道方面，非
遗匠人煞费苦心。

“我们参加了深圳的文博会、上海的招
商引资推介会、北京的展会，还与介休市职
业中学、同文学院开展校企合作，希望让更
多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这项非遗，吸引更

多的人加入到非遗传承过程中来，引导部
分旅行社、研学机构、美术机构开展非遗
研学和美育课程。”刘文婷介绍。

走进恒瑞制香厂，一股淡雅而神秘的
香气扑鼻而来，仿佛瞬间穿越到了以香为
伴的古代。“以前，我们厂的制香品种主要用
于祭祀，应用面比较窄，经过多年的研发和
扩容，我们慢慢地把它运用于茶馆、咖啡馆、
中医馆，进行针对性的创新和融合。目前，
线香、盘香、竹签香、柏木香等已经形成了规
模化发展。”介休恒瑞制香厂负责人郭健
美说。

琉璃的华彩之美、洪山香的沁人心
脾，当然还有其他介休所独有的文化元素
和文化符号，释放了介休本土特色文化的
内在魅力，实现了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的
深度融合，让一个个乡村
在保留文化根脉的同时，
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武晓敏 李伟明）

介休 创新方式让非遗“火”起来

在三晋腹地，太行山的皱褶中，
左权县东安山村静静地躺卧着，仿佛
一位沉睡的老人，怀揣着古老的故事
和未了的梦。

2008 年，一位艺术家的到来，让
这个小山村的命运悄然改变。他就
是王沂东，一位将灵魂扎根于中国
乡村与民族土壤的油画大师。那一
年，他初次踏上这片土地，6 年后，
一幅震撼人心的群像作品《太行喜
事》诞生了。这幅作品以太行山区
的村庄、山势作为背景，通过传统婚
礼这种祈福迎祥的仪式，描绘了淳
朴农家人热闹的婚礼场面。

画面中，100 多个人物栩栩如
生，热闹的人群、围合的谷场、矮墙、

村落、土地、远山、天空，一层层、一圈
圈，向外扩散，由点到面，构成整个画
面。形式的“圆”与内容的“合”相呼
应，也对应了中国传统的天、地、人融
合的观念。《太行喜事》不仅是一幅
画，它是王沂东与东安山村不解之缘
的见证，是对太行山的赞歌，更是对
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2023年9月25日，王沂东再次来
到这片熟悉的土地。在中国北方国
际写生基地，他先后在泽城片区、老
井片区、桐峪片区参观，深入了解考
察写生模式之下的艺术乡村。与此
同时，艺术的种子也被播下。王沂东
美术馆将在这片土地上扎根，这个消
息像是一束光，穿透了山村的宁静，

带来了艺术的暖流。经过一年多的
建设，王沂东美术馆已经竣工，马上
进入试运营阶段。

王沂东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30
多年来，他一直在用同一种艺术手法
表现同一类题材，“我就是喜欢农村，
喜欢写实的技法，这没办法，是兴
趣所在，这里面道行很深，一辈子
的时间都不够用。”王沂东就这样
给自己定了性——一个执着的理想
主义者。

东安山村，这片充满灵气的土
地，给了王沂东无限的灵感。在这
里，他找到了艺术的根，找到了创作
的魂。美术馆选址于此，是对这片土
地最深情的回馈。

现如今美术馆的墙上，挂着一
幅幅画作，它们讲述着太行山的故
事。未来还将联合《具象中国》力量
与资源，将采风写生的高校师生和艺
术团体深刻提炼山西太行人文景致
和风景资源的作品集合于展馆中，通
过艺术合作的方式推向全国。

近年来，左权县依托太行山水，
引入艺术元素，打造了中国北方国
际写生基地。同时，在写生基地三
大片区配套建设艺术展馆，通过融
合本地的艺术特色、营造浓郁艺术
氛围、构建在地艺术生态，吸引更多
的艺术家、写生群体及广大美院师
生关注左权，前来写生研学。

2025 年，王沂东美术馆将正式
开馆。同时，还将举办主题展览、艺
术工作坊和文化交流活动。期待，
这座美术馆能够成为太行山中的一
颗璀璨明珠，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这座山间的艺术之光，能够照亮更远
的未来。 （闫晓媛 晏梓）

左 权 一幅画造就一个美术馆

图片由左权县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