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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1 日，王沂

东美术馆开馆，为参观者呈上
了一场艺术与美学交织的文
化盛宴。近年来，左权县精心
打造涵盖红色历史、文学艺
术、民俗传承等多元领域的主
题展馆，并以“馆”为媒，将历
史、艺术与时代串联，形成“连
点成线、连线成面”的文旅新
格局，为游客开启沉浸式体验
革命岁月与人文魅力的深度
之旅。

红色地标：触摸历史肌
理，感悟太行精神。八路军总
部纪念馆作为全国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以七大主题展厅全
景式还原抗战历程。在这里，
观众可通过光影模拟重走八
路军转战山西的1724个日夜，
在苏亭伏击战场景复原中感
受军民鱼水情，于左权家书实
物 展 前 体 悟 英 雄 的 铁 骨 柔
情。2022 年提升改造后，近
400件展品、575张历史图片与
多媒体技术交织，让“太行忠
魂”可触可感。

十字岭突围战历史文化
馆以“五月的鲜花开满太行”
为精神意象，通过裸眼 3D、声
光电战场模拟，重现左权将军
血洒太行的壮烈瞬间。二层

“左权生平展”以六大部分勾
勒其从农人子弟到抗日先锋的
人生轨迹，《左权将军之歌》萦
绕展厅，让英雄事迹直抵人心。

太行清风馆聚焦抗战时
期党风廉政建设，通过实景重
建与互动投影，展现晋冀鲁豫
边区“三三制”民主实践、大生
产运动等历史场景，成为新时
代廉政教育的生动课堂。

文艺殿堂：对话大师经
典，沉浸艺术。超写实油画馆
以王沂东巨作《太行喜事》为
引，集结全国艺术家笔下的太
行风情；山西经典雕塑馆则以
唐代至清代彩塑复刻、左权寺
窟艺术研究为核心，打造中国
北方艺术写生的“活教材”。

太行文学馆由中国现代
文学馆策划，全景式呈现太行
抗战文学脉络。在这里，观众
可重温“山药蛋派”名作《李有
才板话》诞生历程，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实景复原中感受文
艺大众化浪潮，更可聆听左权
民歌原声，触摸文学与土地的

血脉联结。
前方鲁艺纪念馆珍藏着 80年前文艺战士的木刻手稿与创作

故事，从“风起延安”到“花开神州”，再现鲁艺师生以笔为枪、扎根
人民的艺术实践，馆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多媒体展演，
让红色文艺精神跨越时空。

多元体验：穿越时空长河，解锁沉浸之旅。太行数字体验馆以
7大互动展厅开启“科技+红色”新玩法：在“硝烟四起”展区通过
AR体验穿越抗战前线，于“保卫杨家庄”场景操控虚拟兵工厂，在

“记忆与荣耀”空间用AR技术“复活”《新华日报》历史画面，让历
史可触可“玩”。

老井电影馆因张艺谋主演的同名影片《老井》闻名，馆内“井
口”时空隧道、“喜字窗花”纱幕投影与《老井》道具陈列，全景式还
原吴天明的电影求索之路，成为影迷与文艺青年的打卡圣地。

中国抗战馆连环画馆、明清砖雕馆等非遗主题场馆，则以活态
展演与研学体验，让观众亲手触摸砖雕技艺、解码水陆画中的民俗
密码，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左权展馆串起“红色研学、艺术写生、民俗体验”三条主线，联
动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三大片区，形成“馆馆有特色、处处可沉
浸”的全域旅游格局。无论是在麻田镇追寻将帅足迹，于桐峪
1941小镇品味红色金融史，还是在老井片区体验影视文化，游客
均可深度感受左权“红色文化厚土、艺术创作热土、乡村振兴沃土”
的独特魅力。 （皇甫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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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1日，王沂东美术馆在麻田镇东安山村盛大开
馆。这座集东方美学与红色文化、油画艺术与乡土风情于一体的
文化新地标，不仅为太行老区增添艺术新名片，更以独特的文化魅
力，成为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王沂东美术馆位于麻田镇东安山村，总投资 2367.58万元，于
2024年 3月开工建设，9月底完工，总面积 1113.7平方米。展馆共
有两层，设置展览厅、咖啡厅、文创展示区等，更好地展示了左权特
色文化。其中，油画展厅共展示 65幅油画作品，一层聚焦王沂东
求学探索之路，展现其艺术成长轨迹；二层以《太行喜事》为核心，
全景式呈现太行山浓郁的人文民俗风情。同时，美术馆将联动《具
象中国》平台，通过艺术合作模式，把高校师生及艺术团体的太行
主题佳作推向全国，搭建起乡村艺术与外界对话的桥梁。

王沂东是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其作品多以中国农村人物、民
俗场景为主题。2008年，他来到左权县东安山村，被当地淳朴的
民风所触动，由此开启了《太行喜事》的创作之路，这幅作品也成为
艺术界备受追捧的经典。时隔17年，昔日小山村已蝶变为中国北
方国际写生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更
成为艺术创作与文化交流的热土。此次以王沂东之名建成的美术
馆，集创作、研究、展示、交流功能于一体，让这片土地的艺术气息
得以永续传承。

近年来，左权县依托太行山水资源，全力打造中国北方国际写
生基地。目前，已建成泽城、桐峪、老井三大写生片区，覆盖4个乡
镇18个行政村，可同时容纳2000名学生开展写生活动。基地将水
彩、油画、雕塑等艺术门类融入不同村落，并配套建设包括王沂东
美术馆在内的12个艺术展馆，形成独具特色的综合性艺术集群。

（张文军）

王沂东美术馆盛大开馆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再添新动力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左权段

畅通文旅融合路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本报讯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左权
段自建成通车以来，凭借其独特的区位
优势和完善的交通网络，成为推动当地
文旅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通过持续提质增效，这条公路不仅改善
了交通条件，更让沿线的自然与人文景
观“串珠成链”，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
活力。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左权段共规划 3
条主线，10条支线，全长 340.06公里 ，宛
如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于太行山脉之
间，沿途风景如画，将自然景观与人文
历史完美融合。公路建设秉持生态优
先理念，绿化景观与周边的庄园、景区
和自然风光相得益彰，营造出“百处景
观、一路一景”的独特体验，无论自驾还

是骑行，都能让游客沉醉于太行的壮美
风光之中。

为了提升旅游公路的服务质量，左
权县大力推进提质增效工程，完善了一
系列配套设施。在公路沿线，精心布局
了多个功能齐全的驿站，如泽城驿站、桐
峪驿站等，这些驿站不仅为游客提供休
憩、餐饮、购物等基础服务，还融入了当
地的民俗文化展示，让游客在短暂停留
中，也能深入了解左权的风土人情。此
外，观景台、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一
应俱全，公路的标识标线也更加清晰完
善，有效提升了游客的出行体验。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左权段串联起了
左权县280余处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涵
盖自然景观、人文历史遗迹、红色革命遗
址、绿色生态资源、多彩民俗文化和特色
产业等。它将左权重点打造的中国北方
国际写生基地、清凉夏都、红色左权三
大核心旅游景区紧密相连，昔日分散孤
立的景点，如今已成为有机融合的旅游
集群。

以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为例，该
基地位于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的泽城
村。这里山水相依，清漳河缓缓流过，自

然风光与历史底蕴得天独厚。在旅游公
路通车前，交通不便使得这些丰富的山
水资源无人问津。公路建成后，彻底盘
活了当地资源，村里顺势建起美术写生
基地，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纷
至沓来。截至目前，写生基地泽城片区、
老井片区、桐峪片区开营以来已接待 10
万余人次，为当地创收 2000余万元，“写
生经济”让曾经寂静的山村焕发出蓬勃
生机。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左权段不仅是一
条旅游通道，更是一条产业致富路。公
路网络全面覆盖特色园区路、龙头企业
基地路和扶贫产业路，串联起特色产业
经济廊带，辐射连通 96个生态庄园、123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72个产业园区，推动
中药材、核桃、杂粮、设施蔬菜等产业持
续发展壮大，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

左权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路俊华表
示，左权县将继续依托太行一号旅游公
路，深度挖掘文化旅游资源，持续完善
配套设施，推动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深
度融合，让这条旅游公路发挥更大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助力左权县实现高质量
发展。 （皇甫慧卿）

▲麻田镇至羊角乡段成为展示太行山文旅融合发展的亮丽名片。

▲孟信垴自然保护区大堡岩段秋景是太行山上最迷人的风光。

▲桐峪镇下武村段成为流动的油画，是自驾游爱好者的绝佳选择。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石阳线，游客打卡地标。

▲张家庄至北天池段蜿蜒山路如巨龙盘卧群峰，新绿叠翠的山色与斑
驳光影在晚霞中交融，绘就流动的山水画卷，成网红打卡地。 本版摄影 张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