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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马 永 红） 日 前 ，记 者

走 进 祁 县 西 六 支 乡 刘

家堡村，映入眼帘的是

一 幅 整 洁 有 序 的 乡 村

画 卷 。 以 往 如“ 蜘 蛛

网”般杂乱的电力线、

通信线、广播电视线已

不见踪影，全部统一规

范入地，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以前这些线缆

杂乱地横在空中，看着

就不安全。现在好了，

线缆统一入地，村子漂

亮了，住着更安心。”村

民 李 大 爷 笑 着 说 。 今

年，祁县以“三线整治”

为突破口，深入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在

提 升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质

效、推进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为了改变“三线”杂

乱的现状，祁县成立了

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挂帅的“三线”规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构建“市统筹、县组织、乡推进、村企实施”

四级联动体系。在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说：“我们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详细

规划整治方案，明确各阶段的任务和时间

节点，建立督查机制，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整治前期，祁县组织专业人员对该县

行政村及主干道沿线的“三线”情况进行了

全面摸底。在此基础上，祁县针对不同区

域和线路类型，制定差异化整治标准，力求

整治方案既符合规范，又切实可行。

在整治过程中，部门协作发挥了关键

作用。该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协调国网山西

省电力公司祁县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山西有限公司祁县分公司、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公司祁县分公司等部门单位，共

同推进整治工作。

祁县还创新整治模式，根据村庄实际

情况分类施策。对于精品示范村及重点线

路，推动“三线”入地与村庄管网建设同步

规划；对于暂不具备全村域整治条件的村

庄，则聚焦重点区域和主干道，在小街小巷

进行线路规范整理，其余村庄也开展集中

梳理规整。“这种方式既提高了整治效率，

又充分考虑了各村的实际情况。”祁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外，祁县还积极学习先进经验，组织人员前

往运城市万荣县、河津市等地实地观摩。

“通过学习，我们开拓了思路，借鉴到很多

实用方法，对整治工作帮助很大。”参与观

摩学习的工作人员说。

如今，祁县“三线整治”工作成效明显，

在整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也为其他地区提

供了有益借鉴。今后，祁县将继续深化“三

线整治”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创新整治模

式，增进区域合作交流，持续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为乡村振兴绘就多彩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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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5月

11日，在王沂东美术馆落户山清水秀

的左权县麻田镇东安村之际，根据王

沂东油画巨作《太行喜事》创作的同

名左权小花戏同步上演。在大地铺

陈的如诗如画的太行山水间，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左权小花戏的艺

术样式“活”化了极具太行风情的写

实油画《太行喜事》，在我省首开文艺

“互联”创作先河，为中国北方国际写

生基地平添浓墨重彩，为矢志打造太

行山水艺术之都的左权县再添艺术

新名片。

今年70岁的王沂东是中国当代

著名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

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北京画院专业画

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他的艺术生涯

贯穿了对乡土文化的深情回望与对

写实油画的技法探索，其作品兼具欧

洲文艺复兴的醇厚与中国宋代工笔

的清新，在当代艺术界独树一帜。

布面油画《太行喜事》是王沂东

于2010至2014年间创作的大型群像

作品，规格为180cm×350cm，画作以

中国北方太行山区传统婚礼为主题，

把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和现实的人

物相融入，内容上，通过传统婚礼这

种祈福迎祥的仪式，形式的“圆”对应

内容的“合”，也对应了中国传统的

天、地、人融合的观念。形式上，热闹

的人群围合成画面中心，近处围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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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画面。在画面的色彩运用

上，姑娘们穿着各种艳丽颜色的棉

衣、头巾，从男女围合的左下角紫色、

蓝色开始，蓝紫色、玫瑰色、紫红色、

深红色、深土红、大红、朱红，最后以

中心新娘的朱红色——也是红色系

最强烈的点为终点。代表男性主题

的重色块，只有黑色、深蓝，没有过多

变化，主要体现男性的力量与沉稳，

与对面女孩艳丽的红色形成强烈对

比。从黑到红、从冷到暖、从阴到阳，

相对相连，形成一个围合的浓烈色环。

2014年该作品完成后，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王沂东坦言：“《太行喜事》

是我 60 年来第一次画这么大的场

面，120余人，每个人物刻画都不敢草

草而过，想象着观众站在身后审视我

的作品，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力求表

现得真实生动，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调

整，不敢轻言放弃。”

非物质文化遗产左权小花戏把

《太行喜事》带进了现实生活中。这

个小花戏作品根据王沂东《太行喜

事》的立意构思，由左权县人民文化

馆馆长、左权小花戏市级非遗传承人

赵静编创，左权县人民文化馆原馆长

郭建斌作词作曲，左权县职业技术中

学校陈蕙卿、侯宇柯等教师辅导排

练，经过 3 个月的精心打磨，展现了

太行山上一对新人对爱情的追求、守

护、向往，以及亲朋挚友的美好祝福，

生动鲜明地再现了新婚之日热烈、喜

庆、吉祥、欢乐的场景，表达了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对传统文化

的保护、传承、创新与发展。

这部小花戏作品分为3个部分：

守夜、迎亲、闹洞房，充分运用左权小

花戏、左权民歌等非遗表现形式，把

静态的画作转变为灵动的舞蹈艺术，

好似人在画中舞，画中人在舞。翻飞

的扇花，是乡村婚礼的喜悦与祝福；

起伏颠颤的舞步，是太行山人民对生

活的热情与向往；铿锵有力的旋律更

是太行山人世世代代扎根土地、与大

山相依相存、骨子里质朴与坚韧的精

神诉说。

欣赏了油画《太行喜事》又观看

了小花戏《太行喜事》的观众纷纷表

示，画作令观众有超强的太行文化认

同感，小花戏则演绎出了太行山人纯

粹的喜乐哀愁与真挚的人间烟火。

路丽华

让艺术滋养太行乡土

左权县人民文化馆以王沂东油画巨作为蓝本编创同名小花戏《太行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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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人走进现实“舞”出太行风情

这是一株盛开在太行

山上的“双生花”，由油画与

非遗舞蹈联袂打造。王沂

东笔下的《太行喜事》从画

布跃入现实，左权小花戏的扇花翻

飞出油画的浓烈色彩，一场跨越艺

术门类的对话在太行山间悄然上

演。它不仅是一次文艺创作的创

新实践，更是一曲艺术点亮山村、

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赞歌。

艺术跨界，激活乡土文化基

因。王沂东的《太行喜事》以写实

笔触凝固了太行婚俗的炽热情感，

而左权小花戏则以动态语言描绘

了这幅“凝固的史诗”。两种艺术

形式看似迥异，却因共同的文化根

脉而交融——油画以西方技法承

载东方意蕴，花戏以传统舞步演绎

当代审美。这种“互联”创作，恰如

一场文化基因的“唤醒仪式”：静态

的画作因舞蹈而呼吸，非遗技艺因

经典油画而焕新。它启示我们，乡

村振兴并非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

要通过创造性转化，让沉睡的文化

符号“活”起来，成为滋养乡村的精

神沃土。

美育浸润，锻造乡村精神高

地。从画布到舞台，《太行喜事》的

二次创作是一场全民美育的生动

实践。当村民目睹自己熟悉的红

棉袄、黑布鞋化作艺术符号，当青

年舞者用身体诠释油画中的情感

张力，艺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殿堂

珍藏，而是可触可感的身边风景。

以美育重塑文化自信，让村民从

“旁观者”变为“创作者”，使乡村成

为孕育美、传播美的精神原乡。

这场艺术联姻背后，是左权县

“以文塑旅、以艺兴村”的深远布局。

油画为山村引来流量、花戏为游客

留住记忆，而最终受益的，是这片

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水、每一个百姓。

小花戏小花戏《《太行喜事太行喜事》》 通讯员 张文军 摄通讯员 张文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