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0栋古民居““安新家安新家””

今 年 10
月中旬，太湖
世界文化论坛

第六届年会将在
蚌埠举办，主会场设在

中国蚌埠古民居博览园。
据悉，中国蚌埠古民居博览园

是抢救保护散落全国各地的古民居
并将其集中重建的中国第一座古民居

“露天博物馆”。近七年来，园区招募100
多名能工巧匠，针对450栋不同程度磨损的古
构件进行精雕细刻，尽最大可能还原古建筑的

原始面貌，目前已全部修复完成。 方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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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培

训会议在合肥举办。我省

2020年度已完成46位传承人

的记录工作，今年还将加大

推进力度，让宝贵的非遗不

仅能保护起来，继承下来，而

且能活起来、火起来，精彩地

活在当下。

非遗+展演
活在基层舞台

黄梅戏、徽剧、庐剧、泗

州戏，花鼓灯、龙舞、傩舞，巢

湖民歌、桐城歌、寿州锣鼓，

肘阁抬阁、界首书会、轩辕车

会，传统曲艺渔鼓道情、清

音、淮河琴书……这些极具

观赏性的非遗项目，在各地

舞台广泛展演，扎根于观众，

并成为接待四海宾朋的“保

留节目”。

南陵目连戏日前被列入

国家非遗保护项目。这个稀

有剧种凭借“戏曲进校园”

“农民丰收节专场演出”“文

化消费季演出”“安徽省稀有

剧种展演”“戏曲百戏(昆山)
盛典”等多个平台进行展演，

仅 2020年 10月 24日晚在昆

山的演出全国网络媒体直

播，累计点击观看量达3936.9
万，抖音播放量累计 3亿次，

新浪微博话题阅读量累计

6.4亿。

六安市今年将庐剧、大

别山民歌、大鼓书等表演类

非遗纳入“送戏下乡”等群众

文化活动，现已开展“小小传

承人”少儿文艺展演、非遗直

播间、非遗夏令营等展演活

动。

非遗+促销
活在社会市场

临泉杂技，民间文艺百

花园中一朵绽放的魅力奇

葩，与其他地方非遗展演略

有不同的是，发展主要依靠

走市场路线。目前，临泉县

拥有杂技团队近千个，从业

人员超 2万人，主体是民营剧团，主要面向商业演出

市场。他们的舞台遍及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他们的

朴素经验是：有演出才能养活剧团，有演出才能传承

技艺。

位于黄山脚下的歙县，有机地将非遗艺术展演

和非遗产品促销结合起来，举办非遗夜市。夜幕降

临，徽州古城古朴的灯笼点亮了，古戏台上上演非遗

戏码，台下“歙县非遗夜市”也热闹起来，当地市民和

外来游客交织一起，熙熙攘攘，徽州三雕、徽墨宣纸

等工艺品，毛豆腐、黄山烧饼等徽州小吃，摊位众多，

琳琅满目，吆喝声、寒暄声、讨价还价声，让夜晚充满

集市活力和人间烟火气。

符离集烧鸡、淮南牛肉汤、阜阳枕头馍、无为板

鸭、绩溪挞粿、黄山烧饼……经过一代代人的双手，日

常料理、寻常菜肴逐渐形成别致的口味，食材、火候、

刀工、调料逐渐形成有序的传承，享用非遗技艺的美

食也不再局限于果腹，而是拥有了程式感和文化味。

通过线上线下的推销，这些非遗食品畅销于市场，也

就活在群众的舌尖上，活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

非遗+旅游 活在景区

一条条精心开发的旅游线路将一项项非遗民俗

技艺、一座座非遗传习基地与瑰丽的山川、古老的村

落串在一起，为游客奉上品味江淮民俗、体验徽风皖

韵的旅游导览图。黄山轩辕车会、屯溪舞龙舞狮、绩

溪县赛琼碗、郎溪县跳五猖、临泉肘阁抬阁、亳州大

班会等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类项目充分融入乡村旅

游，成为推动地方旅游发展的文化招牌。九华山庙

会、全椒走太平、徽州区上九庙会等民间庙会，为当

地旅游注入多彩的文化元素。

安庆市连年举办“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白天看

景，晚上看戏”成为许多戏迷游客的习惯。

在界首市博物馆“界首彩陶陈列馆”，一件件不

同历史时期的彩陶映入眼帘，大小不一、器型各异、

图案迥然，让人仿佛进入彩陶艺术的殿堂。界首市

博物馆馆长赵冰介绍：“为了让青少年深入了解家乡

的文化底蕴，我们专门开辟一片区域，常态化开展彩

陶体验活动，带领孩子们学习彩陶知识、接触制陶技

艺，逐渐发展为具有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的社教

文化品牌活动。”

江淮大地上，许多优秀非遗技艺和产品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动以及旅游市场水乳交融，从而

焕发出勃勃生机。 （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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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铁二十局电气化公司铜陵项目部工会全力推行“职

工需要读什么就有什么”的“点单”模式。“以后我们想学什么就

有什么了。”听到这个消息，职工们高兴地说。

不拘一格 落实“点单”式读书

据悉，该项目部此次购置图书共计 100余册，所有书籍均根

据职工需求采买，选购了党建知识、中外名著、百科常识、散文诗

词、亲子教育、办公软件、专业知识、注册考试等各类书籍，为一

线职工送上了丰富的“精神套餐”。这条“点单”式读书新路子，

激发了职工读书的热情和积极工作的内生动力。为保证“点单”

式书籍进一线的服务落到实处，项目部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

对书籍采购、管理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做到借阅有登记，归还

有明细，破损、丢失能溯源的闭环模式。

职工在阅读纸质图书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中国铁建工会创

办的“职工电子书屋”在网上阅读，通过网络了解时政新闻的同

时，还能对工程专业知识进行免

费学习。项目部一名即将转正的

学员梅景林说：“电子书屋内容丰

富多彩，既能看又能听，还能随时

随地学。工余时间在职工书屋看

会儿书，晚上睡前通过电子书屋

听会儿书，让工余单调的生活变

得丰富有趣。”

项目部根据职工的专业、办

公业务特点，组成 3个学习小组，

并列出读书活动计划，采用自学

的形式，定期交流学习心得。真正使职工做到“学有所用、学有

所感”。读书活动的开展，不仅促进了职工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而且营造了良好的读书氛围，极大激发了职工的阅读兴趣，逐渐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共同学习 不做过客当“创”客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铜陵项目部实行共同学党史，由项目领

导讲党课、讲党史，并对党员需求的党史书籍及时采购。目前，

全体党员与部分职工共同学习了《为什么是中国》《党史可以这

样讲》《中国共产党简史》等6部书籍。

职工“点单”看书，工会负责“买单”读书活动的深入开展，使

中铁二十局电气化公司工会职工书屋成为一个品牌，一改往日

的“有什么书读什么书”的面貌，使书籍更对职工“胃口”。职工

们对读书活动也有自己的理解——提升学习力，立足岗位，扎实

工作，创先争优，不做过客当“创”客。 （李缘圆）

工会“买单”促学 职工“点单”看书
——中铁二十局电气化公司铜陵项目部开展职工读书活动小记

本报讯 9月4日，改编自残奥会冠军苏桦伟

真人真事，由吴君如监制，尹志文编剧并执导的

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上映。当日，该片在北京

举行了观影活动，监制兼主演吴君如线上与观众

交流，分享了自己作为监制的幕后故事以及饰演

苏妈的感受。

影片根据参加过4届残奥会、获得6块奥运金

牌的“神奇小子”苏桦伟的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

生来因患黄疸病而无法正常站立行走的苏桦伟，

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被残障田径队选中，多

次夺得残奥会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的励志故事。

吴君如最为观众熟悉的是她的喜剧角色，但

《妈妈的神奇小子》中没有任何的喜剧元素。片

中吴君如演的母亲跨度30年，从苏桦伟的小时候

一直演到他参加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为止。为了

演好角色，吴君如专门去跟苏桦伟的母亲聊天沟

通，她能充分感受这位母亲从最初愤怒、无助到

逐渐被儿子的成长鼓舞、治愈的过程。“苏桦伟10
岁之前，她的母亲觉得老天很不公平，为什么我

就生了一个不正常的孩子。后来她发现，这个孩

子有跑步天赋，就刻意培养他，当他拿到了金牌

后，苏妈开始有了信心，原来我儿子是有能力

的。苏妈的爱是无私的。”吴君如说。

扮演苏桦伟的有三个演员，除了饰演小时候

的苏桦伟也是一名残疾人外，扮演 14岁和 27岁
苏桦伟的演员，都是正常人，他们以前也都没有

受过体育训练。为了拍摄，提前训练了半年。

扮演 27岁苏桦伟的梁仲恒，是一名舞台剧的演

员，他的表演受到了著名编剧张翼的肯定，“绝

对是一次影帝级别的表演。” （宗禾）

本报讯 “感谢教练、队医

一路艰辛的付出，让我用最好的

状态投入比赛，这枚金牌，属于

我们整个安徽队。”9月 2日，在

第十四届全运会武术套路比赛

项目中，安徽运动员赖晓晓，以

29.326 分的总成绩获得女子长

拳、剑术、枪术全能项目冠军。

1993年出生的赖晓晓，7岁
便开始练习武术，亦然成为安徽

武林高手，习武持续 21年的她，

已参加过四届全运会，心态也

愈加从容平和。自 2003年进入

安徽省武术队，赖晓晓取得了

一系列骄人成绩，曾获 2015 年
世界锦标赛枪术冠军、2017 年

第十三届全运会拳剑枪全能项

目亚军、2019 年全国武术套路

锦标赛女子剑术冠军。本届全

运会冠军，让她为自己的金牌

榜再度添上了一项耀眼的战

绩。她也是继马灵娟后，我省的

又一名武术套路世界级选手。

赖晓晓介绍，本届武术套

路比赛，安徽队共有 8名运动员

参赛，有久经赛场的老将，也有

初登擂台的新秀。为了备战本届全运会，安徽代

表队进行了长时间的封闭式训练，多次的模拟测

试，并为运动员进行心理训练与调控，为比赛正常

发挥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妈妈的神奇小子》
感动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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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新国立竞技场5日晚再度成为热情的海洋。来自全

球的数千残奥健儿聚集在体育场中央，他们制造着人浪，欢

呼着，向东京残奥会做最后的道别。

晚上8时许，伴随着动感十足的音乐，一群五彩缤纷装扮

的年轻人来到他们中间，用青春的舞蹈拉开闭幕式的序幕。

当音乐戛然而止，五彩的焰火照亮夜空，演员们用灯光拼出

“感谢你们，所有残奥会健儿！”的英文字样。

志愿者们在场上排成两排，鼓掌欢迎各代表团旗手入

场。有的旗手缺少双臂，将旗子捆在身后；有的双眼失明，在

队友引导下执旗入场；有的单臂扛着旗帜……中国女子轮椅

篮球运动员张雪梅坐着轮椅入场，五星红旗插在轮椅前方。

张雪梅，这位 16岁时患恶性骨肉瘤导致左腿截肢的女

孩，与队友们经过七场激战，勇夺银牌，创造了中国女子轮椅

篮球队在残奥会上的历史最佳战绩。

在光影中，一座色彩绚丽的城市被推到赛场上：彩虹

桥、晴空塔、高楼、植物、大象，这是一个缩微版东京。总导

演小桥贤儿将残奥会闭幕式的主题定为“和谐之声”，希望

传达出东京是一座以多样性闪光的城市的信息。舞蹈者服

装和道具的色彩同样让人眼花缭乱，以及高空绚丽的烟花，

都让主题更加彰显。

伴随《马赛曲》响起，法国国旗升起，场上的大屏幕也转

到巴黎市中心，伴随法国著名残疾人作曲家吉列姆·加勒的

音乐，一位残疾人的表演引爆全场，当“巴黎八分钟”镜头定

格在埃菲尔铁塔上飘扬的2024年残奥旗帜上时，夏季残奥会

进入巴黎时间。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激动地表示：“东京残

奥会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而且是精彩绝伦的。”

当燃烧了12天的圣火渐渐熄灭，宣告的不仅仅是东京残

奥会的谢幕，也不仅仅是过去近 50天里，东京奥运会和残奥

会两个比赛的全部结束，还有自新冠疫情以来，东京和日本

全国筹备和举办这届推迟了一年的奥运会和残奥会所有工

作的完成。

难怪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登台发言时说：“漫长的

征程终于结束了。”

也难怪东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也加入到当晚闭幕式的表

演现场，分享这告别的时刻。

东京秋夜已凉，在钢琴家西川悟平的伴奏下，日本残疾

人歌唱家小汐唯菜和奥野敦士唱起那首著名的美国歌曲《多

么美好的世界》，英文歌声清澈高昂，越过高高的新国立竞技

场，响彻在东京的夜空：“天空中彩虹的颜色可爱极了，人们

脸上的表情也是一样，我看到朋友握手相问：你好吗？其实

他们是在说：我爱你！”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结束了，疫情还没有结束，但我们

相信，前面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正如帕森斯所说，这不仅仅

是一个闭幕式，而且是充满光明和具有包容性的未来世界的

开始。

全场灯光亮起，大屏幕上显示出东京残奥会和奥运会会

徽，中间有两个汉字：“完遂”（圆满完成）。

感谢东京！东京再见！

新华社东京9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 杨光

——东京残奥会闭幕式侧记
再见再见，，东京东京

《送温暖》 许晓明/摄《检修》 刘宗平/作 书法 邓明双/书

翰墨写辉煌翰墨写辉煌 光影绽风采光影绽风采
——马鞍山市职工书画摄影作品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