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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 B3

公共文化云建设提速 艺术普及服务水平升级

乘云入网，畅享文艺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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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上看文艺视频、文化慕课，通过
公共文旅云预订场馆、看旅游直播……最
近，文化数字化发展在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全开放、高品质等方面正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创新形式
吸引年轻人“打卡”

最近，《“艺”犹未尽——让你秒懂
的艺术》系列短视频激发了江苏省张
家港市民钱嘉璐的文艺梦——看过视
频，她不仅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音乐
作品，还重新练起了童年学过的二胡。

“听说市文化馆推出了小程序‘一城繁
花’，上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文艺视频，
我抱着好奇的心态点进去看了看，一
看就被吸引住了。”钱嘉璐说。

“一城繁花”小程序是张家港市文
化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水平的
创新举措，为市民提供全开放、高品质
的线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吸引不少
年轻人“打卡”。

“文化馆青年文艺骨干将文艺作
品赏析、时下流行热点与文艺小课堂
相结合，推出了系列短视频，受到年轻
人的喜爱。”张家港市文化馆馆长张璇
说，“大家纷纷留言‘催更’，我们压力
大、动力更足！”

张璇介绍：“在充分了解年轻人的
需求后，目前‘一城繁花’还开设了《梅

兰竹菊——中国古典舞之美》《笛韵飞
扬——民族吹管乐器技巧与赏析》等
系列文艺普及课，这类课程既有专业
知识的讲解和示范演练，又有优秀作
品的片段欣赏，凝练简洁，便于青年人
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和学习。”

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
员巫志南说：“张家港市文化馆把传统
的点对点、面对面的培训课程搬到了
互联网，其内容精粹、单元短小、表现
形式丰富，符合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人
们尤其是年轻人的使用习惯和审美需
求，使大家能够快捷、高效地学到文化
艺术知识，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同时，
还有效解决了文化馆站文艺辅导人员
有限、师资力量不足、无法全面兼顾各
种深度艺术门类培训的问题。”

供需对接
提升文化获得感

揉面、捏形，双手快速搓出燕子圆
鼓鼓的头部，一刀切出燕子的“剪刀
尾”……跟随威海公共文旅云公众号
上的“群文云课堂”，山东省威海市环
翠区鲸园街道居民陈秀华终于学会了
花饽饽制作技艺，“每天跟老师学着做
面食，日子十分充实。”陈秀华说。

2020年，威海公共文旅云整合市
级、区市、镇街以及部分村（社区）公共

文化场馆、文化活动、数字资源和旅游
资源，通过电脑端、移动端等渠道，面
向市民和游客提供一站式信息资讯、
文化活动、场馆预订、文化课堂等网上
服务。

“用数字化赋能公共文化服务，充
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打通公
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公共文旅
云上，全市文旅资源一目了然，可谓一

‘云’在手，威海畅游。”威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许宏妮说。

疫情防控期间，威海公共文旅云
推出了系列线上服务：威海市群众艺
术馆发挥数字文化馆的技术优势，推
出400余门“文化慕课”；威海市图书
馆增开两个数字资源库，“畅想之星电
子书”“博看电子期刊数据库”资源向
读者免费开放；威海市博物馆利用虚
拟博物馆推出特色藏品赏析、基本陈
列、历届临时展览等内容；威海市美术
馆公众号推出艺术家作品展、名画赏
析；“文旅威海”平台推出“导游带您云
游威海”直播活动，群众足不出户就能
欣赏美景。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如何可视化、
数字化呈现？文旅云的数读威海系统
引人注目——文化馆各类公益培训参
与人次、图书馆实时借还书情况、平台
用户分析、订单分析……这些数据实
时转化为信息可视化图表，从“动态监
测”“信息查询”“数据分析”3个层面进

行可视化展示，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
增效提供重要参考，提高了威海市公
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管理水平。

“借助平台数据，我们更容易发现
工作的亮点与不足。通过平台活动报
名人次、视频观看浏览量等数据分析，
文化馆与当地群众形成了正向反馈、
相互促进的良好沟通机制。根据广大
市民的需求，目前已经开设了古诗词
鉴赏、八段锦、古琴等特色课程。同时，
逐步做到了资源点单化、品质丰富化，
将‘政府配菜’与‘群众点菜’充分结
合。”威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荆国胜
介绍。

整合资源
推动全民艺术普及

展播各地特色“村晚”节目、分享
“村晚”台前幕后故事、推介乡村美景
好物……今年初，2022年全国“村晚”
示范展示活动在国家公共文化云上
演，31场、56小时的“村晚”接力云展
播“圈粉”众多。

来自山西省大同市的韩新川从没
去过海边，山东省荣成市西霞口村渔
村的“村晚”一下子吸引了他。韩新川
说：“渔村年味别具特色，明年我想去
海边过个年！”

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是国家
公共文化云的重要活动品牌。文化和

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白
雪华介绍，国家公共文化云先后推出

“村晚”、大家唱、广场舞、“乡村网红”、
“百姓大舞台”五大全国性品牌活动。
两年来，“村晚”从区域“小欢喜”升级
为全国“大联欢”，总浏览量达1.4亿人
次。“乡村网红”培育计划活动直播观
看超过1000万次。

白雪华说，公共文化云建设项目
联合各省份围绕艺术活动、艺术知
识、艺术欣赏、艺术技能等，开展全民
艺术普及资源建设，汇集群众文化活
动、群众文艺作品、艺术普及课程、艺
术普及电子图书、艺术普及师资库、
文化馆（站）行业信息等数字资源。资
源成果类型包括微纪录片、短视频、
音频、慕课、动画等。重点支持各省份
围绕全民艺术普及、优秀传统文化、
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主题，建设具
有本地特色的原创性数字文化资源。
鼓励各省份对存量资源进行优化加
工，使其更适应移动互联网传播方
式，符合当前群众文化消费习惯，提
升服务效能。

群众所需，服务所向。白雪华说，
“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云将建设以
“看直播”“享活动”“学才艺”“订场馆”
“读好书”“赶大集”等六大功能为核心
的公共文化云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
全民艺术普及数字化服务水平。

（《人民日报》郑海鸥）

6 月 6 日，国家文物局
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
在线上召开，介绍今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
动及各地活动安排。国家文
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陆琼
介绍，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主题为“文物保护：
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反映
了文物见证时代风华、文物
展现时代风采、文物滋养时
代生活、文物助力时代发展
的丰富内涵。全国文物系统
将围绕让文物和文化遗产
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
的浓厚社会氛围，突出喜迎
党的二十大，策划开展形式
多样的遗产日活动，更好展
现文物工作成效。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主场城市活动将于6月11日
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活动
由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
政府主办，甘肃省文化和旅
游厅、甘肃省文物局、兰州市
人民政府承办。在国家文物
局的精心组织安排下，今年
主场城市活动围绕贯彻决策
部署、聚焦党的二十大、突出
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宣传
传播等展开。开幕式上，将签
署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
政府共建敦煌研究院协议，通报表扬文
物系统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先进单位
和优秀个人，公布第四届“寻找最美文
物安全守护人”推介名单，国家文物局、
中央网信办联合公布2022年度中华文
物全媒体传播精品（新媒体）推介项目
和入围项目名单，中央网信办、国家文
物局、新华社共同推出“中华文物新媒
体精品传播”平台，“木本水源——黄河
流域史前文明展”揭幕等，同时，还将举
办“文物保护：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主
题论坛、第二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甘
肃省博物馆扩建工程开工奠基仪式等
系列活动。

甘肃省文物局局长程亮介绍，作
为主场城市，兰州围绕主题，采取线上
传播与现场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将策
划推出30多项活动，包括文物鉴定、
丝路要津历史知识讲座、“古建探秘”、
非遗展演、历史文化及红色故事讲堂、

“民族脊梁——甘肃抗战人物展”流动
展览等文化惠民活动，积极扩大全民
参与度。此外，甘肃省150多家文博单
位将组织开展展览展示、文博知识讲
座论坛、博物馆研学、各类互动体验、
文艺演出、非遗展演、文化科技创新等
活动490余项。

据悉，除甘肃兰州主场城市系列
活动外，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
物部门、文博单位将严格按照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要求，科学谋划、确保安
全，组织开展63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展现文博行业特
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据国家文物局网站）

进入夏日，太阳像一个火球
炙烤着大地，使人浑身燥热。此
时，如果能吃上一碗沁人心脾的
浆水鱼鱼儿，保你全身清爽。

鱼鱼儿，其实并不是江海河
湖中的“鱼”，而是形似“鱼”的面
食。鱼鱼儿陕西镇安人土话叫

“蛤蟆骨斗”，意即小蝌蚪的意
思，因为做出来的鱼鱼儿十分像
小蝌蚪，真是形象又贴切。鱼鱼
儿的吃法很多，可热吃也可放凉
吃，吃起来又滑又软，进去嘴里
后不用咬便已经顺着喉咙滑下
去了，是夏季提升食欲的佳品。

每年一入夏，在镇安的大街
小巷，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推着三
轮车，售卖浆水鱼鱼儿。鱼鱼儿的

种类很多，有豌豆粉做的，有玉米粉做的，也有
洋芋粉做的，在镇安，用玉米粉做的浆水鱼鱼
儿最常见。

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夏天都会做好吃
解暑的浆水鱼鱼儿。我负责拉风箱烧锅，母亲
在准备好的大碗中倒入了一小碗玉米淀粉，
再缓慢地加入一碗清水，用筷子不停地搅拌
玉米粉，直到呈糊状没有干面颗粒为止。然
后，按照玉米糊糊与清水1比5的比例在锅里
添入五碗清水，锅烧开后将搅匀的玉米糊糊
慢慢倒入锅中，边倒边用擀面杖搅拌，一直搅
拌到玉米糊糊在锅底泛起大泡，且呈透明状
就差不多了。

母亲熟练地将煮好的玉米糊糊倒入漏勺
中，再用勺子不停地挤压，又细又长的鱼鱼儿
就会跌入凉水盆中，因此有些地方也把鱼鱼叫

“漏鱼”。鱼鱼儿静置几分钟之后捞入碗中，放
上适量炒熟的青椒、韭菜，盐、醋、油泼辣子、香
菜等，用筷子拌匀后就可以大享口福了。

除了常吃的玉米粉鱼鱼儿，洋芋鱼鱼儿
更有特色。说起洋芋鱼鱼儿，不由得让人喉咙
里荡起秋千。用擦子将洋芋擦成粉，包入纱布
中将水分挤干。在挤干的洋芋粉中按照2比1
的比例加入面粉，揉成团，再搓成鱼鱼儿，之
后放入蒸笼蒸约20分钟，出锅放入凉水中静
置5分钟，洋芋鱼鱼儿就做成功了。洋芋鱼鱼
儿捞出后灿如黄花，或炒，或拌，想怎么吃就
能怎么吃。

如果加上浆水做成浆水鱼鱼儿，那更叫
人胃口大开。夏日乡村，人人家中都会卧上一
缸浆水。将萝卜缨、芹菜叶之类菜园里有的品
类切碎在开水中焯好，然后浇上煮沸的清面
汤，待其凉后，再和浆水头一起倒入准备好的
缸中，使其在厌氧的条件下进行三五天的发
酵，就能做出一缸散发着独特酵香和融合着
田园清香的浆水。做好的浆水，酸香味醇、色
泽白亮、风味独特。做浆水鱼鱼儿时，用蒜瓣
炝锅，倒进浆水煮开，加一勺浆水菜，放一撮
炒韭菜，舀一勺油泼辣子，浆水鱼鱼儿就做成
了。炎炎夏日，人们从地里劳作回来，又饥又
渴，端上浆水鱼鱼儿往嘴里一放，那浆水汤凉
汁酸，和着爽滑的鱼鱼儿顺喉而下，仿佛无数
条清凉的小鱼一下子滑入腹中，真是来一碗
酸爽畅快，吃一口回味绵长，真叫个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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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在江苏里下河水乡的全国文明镇——
东台市溱东镇，溱东镇学校“王明华溱湖刻
纸名师工作室”里，30多名学生围坐在一
起，目不转睛地看着王明华老师做刻纸的
示范讲解。只见她在一块刻痕累累的长方
形木盘上，一刀一刀，深刻浅挑，一幅“中国
必胜”的刻纸作品在她的刀下渐渐有了雏
形。她就是江苏省溱湖刻纸非物质文化传
承人王明华。

“溱湖刻纸”在水乡溱东可谓是妇孺皆
知，是流传于溱东镇及周边地区的一种民间
美术工艺雕刻，有着800多年的历史。在数
百年的流传中，溱湖刻纸艺术经多代民间艺
人的不断传承、发展，逐渐成为溱湖水乡的
民间艺术绝技。

2001年，身为溱东镇文化站长的王明
华，第一次看到溱东镇的第二代溱湖刻纸传
人宋月秋老人的刻纸时，便深深被它吸引
了，着迷于一张纸的魅力，一把刀的神奇。

她用眼看，用心琢磨，一次次在深夜，把
玩硬硬的刻刀。如何让这么硬的刻刀，刻出

流畅的软线条？如何处理线条和留白的比
例？王明华一次次地刻，一次次地修改，一不
小心，刀就刻到了指头，贴个创口贴，再来，
直到满意为止。

溱湖刻纸的工艺主要由手工绘画和镂
空刻制组成，经过不断地学习、练习，王明华
突破传统剪纸的束缚，创作的溱湖刻纸作品
幅式灵活，制作手法创新，构图精细繁茂，刻
制手法博采众长，她的作品无论幅面大小，
手工绘画和镂空刻制都按照剪纸的规律和
要求，既有清晰完整的构图和造型，又保证
整体线条间的互相连接，刻制手法博采众
长，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深受好评。

王明华的溱湖刻纸作品刻纸分中小幅、
大幅，根据题材内容的需要自由选定；常采
用填彩、点彩、衬彩等综合手法，色彩艳丽，
有36道正纹、72道斜纹，表现细腻、丰富；构
图既讲究简洁，也讲究丰富和繁荣，作品具
有更强的整体感和大气势。这些年，王明华
师生团队先后创作了古代名人、珍禽瑞兽、
吉庆语、水乡女、花鸟鱼虫、现代宣传等十多
个系列的溱湖刻纸作品，2011年，王明华被
确定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溱湖刻纸”
第四代传人。她的刻纸作品《五福临门》获国
家版权，《和·荷》《天仙缘》《虎娃》《四季花
鸟》《十二生肖》等多个作品被央视及省市媒
体专题报道，并多次获奖。

现在，王明华虽年过半百，但仍劲头十
足，致力于传承“溱湖刻纸”这一民间瑰宝。
她经常走村入户传授技艺，现在溱东镇几乎
村村都有刻纸艺人。在王明华的努力和镇里
的支持下，溱东镇学校成立了溱湖刻纸社

团，并专门成立“王明华溱湖刻纸名师工作
室”，联合打造“镇文化中心·校园·社会”三
位一体的非遗传承基地。基地招募有兴趣、
有美术功底的学生参加，由王明华对学校老
师和学生进行培训指导，让师生们感受这一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并积极投入到
传承学习“溱湖刻纸”的行列中。目前，已建
立起拥有20多名“溱湖刻纸”教师的团队，
200多名学生掌握这一技艺，师生刻制作品
近千幅，有效促进学生素质教育的提升和教
师队伍的多元化发展。2020年，基地被表彰
为“东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非遗传承实践基
地”，同年由王明华牵头指导的溱东镇学校

“溱湖刻纸”校园文化获江苏省特色校园文
化项目。

以刀作笔传承发展溱湖刻纸
武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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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天津”
美术摄影作品展
在天津美术馆展出

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天津市美术
家协会、天津市摄影家协会和天津美
术馆承办的“幸福天津”美术摄影作品
展于6月7日在天津美术馆展出。

本次展览是天津市美术和摄影最
新创作成果的一次重要集中展示，展出
主题美术作品70余件、摄影作品460
余幅，其中，美术作品涵盖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水彩画等多个画种，既有出
自著名画家的匠心之作，也有基层美术
工作者的呕心绘制；摄影作品通过艺术
小切口展现时代大主题，用务实、接地
气的镜头语言，以点带面展示天津成就
亮点，以生活化的视角讲百姓故事、展
城市风貌、述家国情怀。

（中新网王在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