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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秋收秋种时节，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闻喜分局驻
该县裴社镇小王沟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和村干部、党员组成秋
收秋种支农服务队，帮助村里

在外打工人员和家庭缺劳力户
抢收秋粮和播种小麦。图为小
王沟村支农服务队帮助村里在
外打工人员家庭和缺劳力户收
玉米。 温徐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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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届山西文博会现场，省文
物局展区分外抢眼，吸引了众多观众
驻足欣赏。

省文物局展区以“新时代·文物活
起来”为主题，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省
在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文物展示利
用、文物安全监管、系统基层管理、政
务服务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
建设成效。

观众进入 S1 馆，首先就会被左手
的省文物局展区所吸引，该展区在造
型、装饰、布局上融合了古建筑的美
学，彰显了古老厚重的晋文化。展区
门头借鉴古建筑舒展的屋顶和起翘的
翼角，体现了“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
设计理念。展区中央顶部的天花板借
鉴古建筑中的藻井造型进行抽象再
现，使整个空间视野开阔通亮。展区

选用古建筑典雅的原木色作为主色
调，与整体造型风格保持一致，营造出
古朴的空间氛围。

本届文博会上，省文物局以“数
字+文化”的展现形式，让文物“活”起
来，以极具沉浸感和艺术性的创意让
观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该展区入口的右侧是山西文博集
团的数字文物 AR 展示系统。观众使
用展台上的设备扫描图册中的文物
照片，就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文物的
立体模型，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主
寺大雄宝殿、晋城玉皇庙、镇国寺万
佛殿等文物模型，每一处细节都十分
清晰。

该展区入口的左侧，放置的 4 个
AR 眼镜是观众争相体验的产品。展
台上摆放着3个文物模型，观众只要戴

上AR眼镜，对准展台上的文物模型进
行识别，或者对着 AR 眼镜说“打开第
几个”，就可以近距离、沉浸式地观赏
文物，体验一种全新的文物观赏方
式。来自太谷的李阿姨第一次参观
文博会，她试戴 AR 眼镜后，对这个高
科技产品赞不绝口：“这个眼镜能把
文物的细节看得很清晰，真是太神奇
了！”

在展区内，省文物局还设置了两
处打卡集章点。一处的印章图案是
山西博物院馆藏的中国古代钱币，
包括圆钱类、金饼类、尖足布、贝类
等各种钱币；另一处则是日升昌记
票号纸币、西周晋侯鸟尊、北齐释迦
头像、元代顾安风竹图等 12 个山西
博物院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通过打
卡集章，让观众在了解展会内容的同

时，将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潮流生活
相结合，“解锁”与历史对话的新方
式。

据了解，在展会期间，省文物局展
区每天都开设不同的现场社教体验
活动，向观众普及文博知识。在这
里，观众可以免费给印着文物图案的
帆布包涂色，聆听工作人员讲解文物
知 识 ，与 文 物 互 动 ，发 挥 艺 术 性 创
意，留下珍贵的回忆。展区内的晋侯
鸟尊毛绒玩具、释迦头像钥匙扣等文
创产品，让观众在欣赏之余将喜欢的
文物相关创意产品带回家。

赓续历史文脉，传承中华文明。
本届文博会上，省文物局展区为观众
提供了一个和文物互动的平台，拉近
了观众与文物的距离，为古老的文物
注入生命力，让文物“活”起来。

赋予文物生命 走向百姓生活
——省文物局展区见闻

本报实习记者 姚雅馨

“以前的隧道又旧又破，走起来十
分不便。经过改造后，不仅解决了
群众出行的安全隐患 ，而且还让隧
道 变 成 了 亮 堂 、美 丽 的 梦 幻 通 道 ，
一时间竟成为网红打卡地，每天都
有 很 多 人 来 这 里 拍 照 打 卡 。”家住
高平市北城街街道西关社区的居民
韦砚说。

近日，在西关社区民心隧道，色彩
饱满、生动逼真的墙绘让过往行人眼
前一亮。喝着老白汾酒的关公、萌宠
奶牛、怀揣梦想的草帽路飞以及乘坐
火车的千寻等卡通墙绘，或形象夸张，
或活泼可爱，加之精心设计的一圈圈
灯带，步入隧道仿佛走进了童话世
界。“上了发条的小青蛙是我们童年里
蹦蹦跳跳的儿时记忆”“偶尔翻到的万
花筒看到了我的整个童年”“竹蜻蜓第
一次替我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等标
语，激荡起了满满的童年记忆。“我们
如此热爱高平”“我还没有长大，你们
慢慢变老”等温情的标语，贴近心灵，
传递着真善美。

带着孩子来打卡玩耍的游客刘芬
高兴地对记者说：“这几天在网上看
见了这条网红隧道，就带着孩子过
来打卡拍照，想给孩子留下美好的
记忆。孩子在这里看到了动画里的
角色，十分高兴。同时，还了解到了高
平的神农炎帝文化、上党梆子戏曲文化
等，参观后，感觉隧道时尚、大气且很
有文化气息。”

网红墙绘出自高平市90后绘画师
李润延之手，他说：“西关社区民心隧道
的改造，以童年记忆墙绘为主题，还融
入了一些高平的传统文化元素，希望通
过墙绘的方式，带给群众视觉的美感，
让大家从细微之处感受到家乡的变化，

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的情怀。”

据了解，西关社区的民心隧道原来
是太焦铁路的排水通道，2006 年为消
除群众横穿铁路的风险隐患，北城街
街道与郑州铁路局多次协商，将排水
管道改成了仅供行人通行的通道，因
形似“鼻子”，被居民们称为“鼻窟
窿”。十多年过去，“鼻窟窿”日渐破
旧，加之光线昏暗，给居民群众出行造
成了严重不便。

为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北城
街街道工作人员进行了实地调查并
制定方案，对隧道进行了改造升级，
主要包括电线包裹、破损墙面处理、

洞顶防水处理、雨水引流处理等，同
时还对隧道进行了墙绘美化，通过明
亮的彩绘搭配投影，改变了隧道内原本
昏暗的单一色调，让隧道的里子、面子
得到了全面改观。

“隧道改造后，变成了‘网红隧道’，
每天前来打卡的人络绎不绝。这一民
生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温暖了
民心。”谈及如何改善民生福祉，北城
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殷茂林对记者
说，“保障和改善民生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必须持续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
件事接着一件事办，做到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让群众看到变化、得
到实惠。”

一件办到居民心坎上的大好事
———高平市北城街街道西关社区民心隧道改造升级小记

本报记者 崔振海

本报太原10月20日讯（记者 杨
永生）10月19日晚，作为第六届山西文
博会运城展馆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型民
族交响乐《龙门颂》在山西大剧院震撼
上演，用音符奏响黄河励志史诗。

《龙门颂》以壮阔的豪情、深远的意
境、激昂的情怀，生动谱写了河东大地
的壮美诗篇，将“大河之东——关公故
里——黄河臂弯”的空间景象置身在五

千年历史之中，为本届文博会带来属于
运城的大型原创民族交响乐，让广大观
众在深情隽永的音符中得到了心灵的
震撼和精神的洗礼。

近年来，运城市深入挖掘传统文化
的时代价值，注重用时尚方式表达传统
文化。《龙门颂》在山西大剧院演出，就
是用时尚方式讲述运城故事、传播运城
文化，把运城深厚的黄河文化、关公文

化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在艺术欣赏中了
解运城故事、感悟黄河文化。

本场演出由运城市音乐家协会民
族乐团、山西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音
雄联盟合唱团联手完成。整部乐曲由
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交响合唱《河东
颂》、琵琶大协奏曲《关公颂》、民族交响
乐《黄河故事—龙门颂》，均由国家一级
作曲、指挥景建树作曲。

运城运城：：大型民族交响乐大型民族交响乐《《龙门颂龙门颂》》奏响龙城奏响龙城
本报太原 10 月

20日讯（记者 杨永
生）10月19日，为期5
天的第六届山西文博
会开幕。运城市携
600 余件浓缩了五千
年华夏文明精华的文
化产品、精美艺术品及
非遗产品陈列展示，
在省内外客商眼中绽
放出耀眼的光彩。

本届文博会，运
城市展馆以“国宝第
一市、天下好运城”为
主题，32家优秀企业
携600余件文化展品
亮相展厅。展馆设置
了主题形象展示区、
关公文化主题展示
区、池盐主题文化展
示区、文艺精品创作
成果展示区、优秀文
化企业展示区、直播
展 示 区 等 6 个 展 示
区，通过文字、视频、
图片和实物相结合
的方式，充分展示近
年来运城市文化事业

的发展成就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
运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的重要承载地区。截至目前，运城
市共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个（山
西宇达集团和山西本命年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7个。

开幕式当天，在第六届山西文博
会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仪式上，运
城签订总投资额为 5000 万元的“运
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游客中心
商业配套（全季酒店）项目”合作框架
协议，该项目是运城关公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与万泊丽景（北京）
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合作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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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10月20日讯（实习记
者 李京益）10月19日晚，山西省稀
有剧种精粹展演亮相山西大剧院。
本次演出由省文旅厅主办，汇集了耍
孩儿、沁源秧歌、二人台、晋南眉户、
临县道情、河东线腔、孝义碗碗腔等
10个稀有剧种。

山西素有“中国戏曲摇篮”的美
誉，全国348个剧种，山西就有38个，
位列全国第一，其中 31 个为稀有剧
种。这些剧种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
独特的艺术形式，积淀了深厚的文
化底蕴，是山西戏曲百花园里的璀
璨明珠。

近年来，我省通过繁荣精品创
作、举办节庆展演、开展惠民演出、加
强非遗保护、加大人才培养等一系列
举措，推动地方戏曲艺术持续繁荣发
展，让全省的38个剧种活起来、传下
去，特别是加大了对稀有剧种、濒危剧
种的保护传承力度，在全国率先制定
实施《山西省濒危戏曲剧种抢救工程
工作方案》。同时，结合文旅部濒危剧
种公益性演出，每年统筹2200万元，按
照每场补助5000元的标准，购买全省
31个稀有剧种的公益性演出服务，扶
持力度居全国前列。

记者了解到，10 月 20 日晚，在山
西大剧院举办的山西四大梆子名家
名段演唱会上，获得“文华表演奖”“梅
花奖”的我省戏曲演员组成强大阵容，
演绎经典唱段，为群众献上戏曲盛宴；
太原青年宫演艺中心在10月19日晚
演出晋剧《傅山进京》的基础上，将于10月21日、22日晚演出
莲花落轻喜剧《合浪浪许家》；太原工人文化宫将于10月21
日晚演出《欢声笑语相声晚会》等，进一步丰富省城群众的文
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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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10月20日讯（记者 李
全明 通讯员 肖继旺 郝天鹏 郝
宏伟）10 月 19 日，第六届山西文博会
在山西潇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
吕梁展区内，方山县具有廉政文化特

色的于成龙铜质书签、实木笔筒、冰
箱贴、平镶镜·草木梳套装等文创产
品；文艺作品《一个人的哈达图》；老
鼠娶亲、一举夺魁、牡丹亭等钩编艺
术代表作；蒲谷香茶艺文化及药茶、

冻绿叶茶等农产品；地方特产于成龙
酒、野林丹沙棘汁等惊艳亮相文博
会，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方山县悠
久的历史文化。

在演出区，方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唢呐传承人尽情吹奏，时而激越雄
壮、清脆嘹亮，时而悠扬缠绵、柔情
四溢，令在场的观众如痴如醉，回味
无穷。

方山县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对全县的历史文化、山水资
源和展区内的优秀文化产品进行创
意展示与讲解，让广大网友在文博
会方山县展区身临其境般感受方山
县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新
成果。

文创产品、地方特产和非遗表演惊艳亮相

方山多角度展现历史文化特色

本报太原10月20日讯
（记者 冯毅松 通讯员
孔令盼）10 月 19 日，第六届
山西文博会在山西潇河国
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长
子县精心编排的神话情景
舞蹈《精卫填海》在文博会
上精彩亮相，引起广泛关
注，现场观众纷纷驻足观
看、拍照打卡。

走进文博会长治展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充满奇
幻色彩的《山海经》画卷。
伴随着跌宕起伏的音乐，神
鸟精卫在画卷前振翅起舞，
具有浓郁古典色彩的神话
情景舞蹈《精卫填海》正在
上演。《精卫填海》是家喻户
晓的上古传说之一，故事的
发生地就在长子发鸠山。
演员们娴熟优雅的舞技和
绚丽多彩的舞台设计具有
强大的感染力，诠释出精卫
刚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
神，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
录下这个精彩时刻。

“这个舞蹈非常优美，

让 我 身 临 其 境 地 感 受 到
了 神 话 艺术的魅力，了解
了这个故事的内涵，同时
通过这个舞蹈也可以感受
到长子是一个非常有文化
底蕴的地方 。”游 客 孙 夏
菁说。

自然的慷慨赠予、历史
的厚重积淀，为长子增添了
无限魅力。近年来，长子县
依托深厚的神话文化资源，
深度挖掘神话故事的精神
内涵，推进神话承载地景
区建设，打造神话情景舞
蹈《精 卫 填 海》等 精 品 节
目，举办长子神话艺术节
等文化活动，大大提升了
长子的美誉度、知名度和
影响力。接下来，长子县
将 持 续 推 动 文 旅 融 合 发
展，擦亮“中国神话之乡”
名片，助力全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下图：神 话 情 景 舞 蹈
《精卫填海》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冯毅松
通讯员 郭晓俊 摄

长子：

神话情景舞蹈《精卫填海》赢得喝彩

聚焦第六届山西文博会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加快文化强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