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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梦龙）10月30日晚，第十四届中国
合唱节在浙江省宁波市落下帷幕。在合唱节比赛中，洛阳
牡丹合唱团荣获老年组混声合唱金奖。

洛阳牡丹合唱团成立于2007年，由我市退休教师、公
务员和企业职工组成，曾荣获第四届河南省合唱节银奖、第
十一届中国合唱节混声组铜奖、第三届中国民歌合唱节银
奖等多个奖项。历经4个月的精心准备，洛阳牡丹合唱团
参加了第十四届中国合唱节老年合唱组角逐，先后献上合
唱《卖汤圆》和《新编沂蒙山小调》，得到赛事评委的好评。
最终，该团队在65支老年组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荣获该
组别金奖，也是我省3支参赛队伍中唯一荣获金奖的团队。

本届合唱节比赛环节共分青少年合唱组、流行合唱组、
老年合唱组等多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41支优秀
合唱团队7000余人参加，参赛人数之多创历届之最。

第十四届中国合唱节落幕

洛阳牡丹合唱团摘金

用纸箱做成炮筒隔空放炮，利用废冰糕棍做小台灯，操
作机器人进行接力赛……近日，洛阳市2017年大象杯小学
科学创新比赛在市科技馆精彩上演。来自全市180支代表
队的1000多名小学生带着自己的“发明创造”参赛，在空气
炮、水力车轮、机器人接力赛等 14 个项目比赛中一较高
下。赛后，主办方将择优推荐参赛选手参加洛阳市第32届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张珂 摄

千余名小学生同台比“创新”

经过近9个月的挖掘清理，距今2400多年的郑国3号
车马坑已基本挖掘完毕，目前，已清理出4辆马车、90匹陪
葬马匹，是郑韩故城内挖掘出土的最大车马坑。

新郑市是历史上著名的诸侯国都城，从春秋时期的郑
国到战国时期的韩国，新郑有500多年的国都史，被后人称
为“郑韩故城”。从上世纪60年代起，郑韩故城就开始发掘
并有重大考古发现。

此次发掘的郑国3号车马坑位于郑韩故城东城内西南
角的郑国贵族墓地，是春秋晚期一代郑国国君墓的专用车
马陪葬坑。2017年2月挖掘至今，已发现4辆车、90匹陪
葬马匹，随之出土的还有车上的青铜部件等。

其中，发掘出土的 1 号车体量巨大，车长 2.56 米、宽
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等设施，装饰奢华，车篷上有
彩席遗痕，车舆顶部周边装饰着管状铜器、骨器，刷新了郑
韩故城内出土马车的纪录。 （据新华社）

新郑发掘出土
郑韩故城最大车马坑

由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中心制作的家庭纪实故事片
《家的味道·老兵》展现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浴血奋战的老
兵如今的家庭故事，在传承红色家风中滋养人们的精神，受
到观众广泛好评。

《家的味道·老兵》每一集都记录了一位老兵的家庭故
事。在2015年九三阅兵电视直播中，有一个长达5秒的画
面定格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敬礼的一位老兵身上，镜头感动
了无数人。被誉为“敬礼老兵”的老同志叫史保东，他的家
庭故事也出现在了《家的味道 ·老兵》中。

据介绍，《家的味道·老兵》编导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
辽宁、黑龙江、山东、陕西、山西等地挖掘出许多感人至深的
老兵家庭故事，收集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并将老兵
家庭的精彩故事集中放大于镜头之下。

这档既有温度又有筋骨的节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观众
的广泛好评。在观众的网络留言中，“好题材”“不忘历史”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老兵的家风就是不一样”这些
都是高频词句。 （据新华社）

《家的味道·老兵》
传承红色家风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活动，11月将放映公益电影
《建军大业》《绣春刀2》《破局》《荡寇风云》。

本周放映公益电影《建军大业》，放映时间为11月4日
9时。市民可于本周五8时30分至12时、14时30分至18
时，持本人身份证到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免费领取电影票
两张，凭工会会员证可加领一张。 （晓晓）

本周六《建军大业》免费看

文化速览

洛阳牡丹合唱团在比赛中 （视频截图）农村题材电视剧《青恋》央视热播
新农村时尚感扑面而来

电视剧《青恋》中，有一个云舍村，
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村民们住着独
栋小楼房，这与过去人们对农村“土”
的印象大相径庭。剧中所展现的，正
是如今浙江新农村真实的场景。近
年，在“两山理论”指导下，浙江在美丽
乡村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农民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们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的经营起农
家乐，有的销售新鲜无污染的农副产
品，通过互联网，不愁客源不愁销路。

《青恋》导演马进坦言，在工业化
过程中，很多乡村变荒芜，不少人痛心
疾首于“故乡回不去了”，“这部剧的内
涵，隐含着一种最大的希冀，就是希望
家乡能成为留得住、回得去的家乡”。

为向观众呈现出浙江的“绿水青
山”，《青恋》制作团队选择了比较有
代表性的“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安
吉县，和旅游名胜莫干山所在县——
德清作为取景地。这两地除了拥有
江南秀丽的山水田园风光，生态环境
保护的概念也已家喻户晓。“这个题
材在这个时间做是非常合适的：一方
面，反映出浙江新农村建设在‘两山
理论’指导下的发展变革；另一方面，
现代剧的各种类型如今都已经非常
套路化，新农村、新农民形象为电视
剧创作提供了新颖的视角，能令观众
耳目一新。”该剧出品人倪政伟说。

《青恋》能顺利在党的十九大开幕当
日开播，用马进的话说，简直是“险中求
胜”。一般电视剧的制作周期为一年到
一年半，但《青恋》只用了105天。《青恋》
创作的过程，堪称和时间赛跑，整个过程
可谓磨难不断。第一个磨难，是剧本。
今年夏天，当剧本的创作进行到第五稿
的时候，马进第一次来到安吉，复景之
后，他觉得剧本的故事跟环境格格不入，
于是宣布推倒重来。如今回忆起来，马
进感慨：“好剧一定是故事、人和自然环
境融为一体，所以我们忍痛放弃了还不
错的第五稿。”

今年9月，《青恋》还在紧张拍摄中。
在加快进度后，《青恋》于10月3日
停机，10月7日

全剧精编定稿，10月10日送审，最终在
10月18日开播。尽管制作时间紧张，但

《青恋》最后呈现的水准，以及开播后较高
的收视率，还是令马进感到很欣慰。他也
认为，我国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长期以来是
建立在北方语境下的，如东北的、陕北的
等，南方农村题材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有
意味的、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这是中国
农村题材电视剧目前的一个缺憾，而《青
恋》恰好弥补了这一电视
剧创作领域的空白。

（据《北京日报》
作者：徐颢哲）

聚焦美丽乡村建设

弥补电视剧创作领域空白

青山绿水里
有回得去的故乡

一提到农村题材电视
剧，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质朴、散发着泥土味
儿，与青春、时尚等词毫不
搭边。但正在央视一套热
播的《青恋》，打破了这一
刻板成见。在这部反映
新时代年轻人农村创业
的电视剧中，映入眼帘的
是田园诗般的江南美景
和充满时尚感的新农民。

12年前，“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
断首次被提出，成为浙江
新时期发展的主要思
路。两年前，“两山理论”
被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作为党的十九大的献礼
剧，《青恋》的故事正是在
受益于“两山理论”的浙
江新农村展开。青山绿
水里，有回得去的故乡。 看过《青恋》的观众，除了感慨

剧中景致“养眼”，还被剧中三类新
时代年轻农民的鲜活形象打动。
男主角林深代表的是“回得来”的
一类人，他原本在上海开办建筑
公司，在机缘巧合下回到家乡，带
领云舍村人谋求生态创业致富。
沈聆是第二类“留得住”的人，在
大都市里每日奔波的她，前往云
舍村散心、调研，在这里她找到浮
华背后的宁静。姚新竹则是第三
类“出得去”的人，她原本在云溪
镇担任宣传干事，离开家乡出国
游学，最终游学归来，投身家乡新
农村建设。

事实上，《青恋》一开机，导演
马进就和其他主创达成艺术共识：
放弃传统喊口号、高大全的方式，
讲一个轻松有喜感又可以回味的
好故事，把“两山理论”用一种润物
无声的方式植入剧中。他直言：

“喊口号很容易，但观众不易接受，
高级主旋律作品的做法，是通过人
物关系、情节结构本身去表达的，
而不是机械地喊口号。”为使剧中
角色和故事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走
访了多位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人
士，并深入几十个乡镇采风，记录
下几十万字的采访资料，《青恋》中
的故事都由这些人物的真实经历
改编而成。

角色的浙江味道，体现在诸多
细节中。细心的观众发现，《青恋》
的主演都操着一口平仄不分的“浙
江普通话”。马进透露，该剧的主
演多出生在北方，正因如此，他们
提前体验生活，熟悉当地人的生活
习惯、动作习惯、语言特色，努力贴
近原型。

新时代年轻农民
形象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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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网络直播”

近日，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播专场在
陌陌直播、斗鱼直播等互联网直播平台
开启。核雕项目传承人马宁、古彩戏法
传承人田学明、口技项目传承人方浩然
等非遗大师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一时
间在互联网上“圈粉无数”。这股让网
友感叹“画风清奇”的“直播清流”，令被
誉为国粹之美、非遗之妙、民乐之雅的
中国传统文化瑰宝收获了关注度和口
碑的双赢。

《贵妃醉酒》《牡丹亭惊梦》《包公赔
情》《王宝钏大登殿》等经典戏曲选段近
日走出传统剧院，走上了互联网直播的
屏幕。中国传统戏曲传承人通过陌陌

直播举办了一场直播活动，他们除了表
演经典戏曲选段，还详细介绍了不同曲
种的唱腔特点、服饰区别等戏曲知识。
这场以传统戏曲艺术为主题的直播在
短短一小时内吸引了62.7万观众观看。

不仅如此，今年 5 月至 8 月，斗鱼
直播发起了“致·非遗 敬·匠心”系列直
播活动，在北京、湖北、江苏等地继续着
粤剧、雕版印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探寻
之旅。30 场直播活动有 1000 多万人
次观看，其中，古琴斫制直播活动有58
万人次观看。

直播中，中央民族乐团和中国爱乐
乐团的演奏家们用中胡、琵琶和钢琴、

打击乐完成了一场中国民乐和西洋乐
的“对话”。这场公益音乐会吸引了超
过60万人次在线观看。

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宇说，将网
络直播与传统民间艺术结合，让艺术家
使用新媒体渠道来传播艺术文化，这种
传播形式具有创新性与示范意义。

业内人士表示，在多样性的世界文
化格局中，中国文化要想继续对世界产生
影响，必须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再开发，
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中，赋
予其更多的特色与内涵，创造出与时代
相适应的更加辉煌的中国新文化。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17年6月，网络直播用户达
3.43亿，占网民总体的45.6%。从行业发
展看，网络直播行业的运营正规化和内容
精品化是其目前发展的两大主要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以网络直播的方式
传播传统文化确实“吸睛”，然而对文化
的弘扬和继承来说，仅仅“赶个热闹”和

“浮光掠影”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把具
有历史底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

融入生活，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
感，使理解、喜爱传统文化落到生活的
实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5000多年
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孕育而来，时间的累
积增添了它的厚度，但未将它与当下隔
绝开来，这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在全
国政协委员孔维克看来，“中华传统文
化只有融入生活，才能润物细无声地传
承下来。”

目前，“传统文化进社区”“传统文化
进校园”等“传统文化+”“非遗+”活动在
全国多地积极推进。“不同平台、不同类
型的活动触达的人群不同，最终实现的
效果也不同。因此，传统文化的传播和
推进需要更多平台和更多形式的参与和
加入。”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志华说。

“可持续性是传统文化在直播平台
持续传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张志
华认为，文化生长具有其内在逻辑，传
播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因此，传统文化
不仅需要“火起来”，更需要融入生活、
真正在创新中“活起来”。（据新华社）

遇上“传统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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