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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日前召

开的 2022年长三角文化和旅

游联盟联席会议上了解到，沪

苏浙皖文旅部门联合推出了

今年长三角文化旅游 50多项

工作清单。

在合作机制共建方面，将

成立长三角大遗址和考古遗

址公园保护利用、长三角地区

公共图书馆标准化工作、长三

角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等 3
个联盟，召开2022年长三角文

化和旅游联盟联席会议等。

在文艺交流共促方面，将

开展第 28届长三角演出交易

会、“魅力长三角”美术摄影

展、首届长三角民族器乐创作

大赛、长三角流行音乐大赛，

展演展示长三角区域传统戏

曲文化等10项文艺交流活动。

在文保合作共推方面，将

举办 2022中国大运河非遗旅

游大会、“红色长三角”革命文

物故事大赛、第三届长三角非

物质文化遗产特展、第二届凌

家滩文化论坛、联合开展“考

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

式研究”重大课题研究。

在公共服务共享方面，将

举办长三角美术展览和业务交

流活动、2022长三角阅读马拉

松大赛，推进以社保卡为载体

的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在

旅游观光、文化体验方面实现

“同城待遇”，推动长三角公共

文化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共用，

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

在区域开发共抓方面，将协同推进新安

江百里大画廊及皖浙 1号旅游风景道建设、

环太湖生态文化旅游圈、杭黄世界级自然

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建设。

在市场秩序共管方面，将出台《长

三角酒店价格诚信自律公约》，联合推

进长三角区域文物执法工作交流、

文化和旅游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打造长三角“无障碍旅游”。

此外，沪苏浙皖还将

开展长三角高铁沿线百

城推介、第四届长三角

乡村文旅创客大会

等重大会议和宣

传活动，共塑整

体形象。

（本报记者
万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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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演员在淮北市相山区黄里杏花
林里进行线上直播表演节目。春暖花开时节，
人们踏青赏花，享受美好春光。 王文/摄

2022 中 国
黄山油菜花摄影
旅游季近日在黄
山市休宁县齐云
山镇南坑村启
动。春日里，南
坑村360多亩油
菜花渐次绽放，
从空中俯瞰，一
个 清 晰可见的

“葫芦”图案在金
灿灿的油菜花海
中显现，别具创
意。 潘祯祥/摄

花海秀春光花海秀春光

“对于黄梅戏

来说，时代是出卷

人，从业者是答卷

人 ，观 众 是 阅 卷 人 。

做好黄梅戏‘答卷人’，

既要创新发展，也要守正

传承。”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安徽再芬黄梅文化艺

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再芬，最

关注的还是黄梅戏的发展。

韩再芬说，创新是黄梅戏的生命，要创

新就必须用现代人的审美方式重新构建表

达空间。“破圈”发展是黄梅戏创新的重要途径

之一。“黄梅戏灵动质朴，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它

可以与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事物完美嫁接，呈现

新的面孔。”

在 2022年安徽春晚的舞台上，韩再芬

和青年歌手陈梓童合作演唱了一曲《青春黄

梅》，将《女驸马》与RAP创新融合在一起，

深受网友好评。

此前，韩再芬将黄梅戏与其他姊妹艺

术搭档，派生出“京黄交响”“黄越版《梁

祝》”“黄评版《小城安庆》”等创意作品；将

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打造成深受年

轻人喜爱的国风连载漫画。《2021 抖音非

遗戏剧数据报告》评选出最受欢迎的中国

传统剧种与剧目，黄梅戏和《女驸马》均居

首位。

在线上线下进行创新的同时，韩再芬和

“小伙伴们”也专心创作品牌剧目。

2020年上半年因疫情，中国演艺市场按

下暂停键，韩再芬选择暂时性“闭关修炼”，

带领团队完成黄梅戏《祝福》《金粉世家》等

创排。2021年，韩再芬主创的黄梅戏《不朽的骄

杨》在中国多地巡演。

韩再芬介绍，在如今这个多元化时代，戏

曲传播途径必须多元化。戏曲创作要取材于

民，回归最本质的生活，发挥其时代作用和价

值。

韩再芬说，人才培养是戏曲“守正”中一项持

续性的重任。“培养人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十几

年前我们就开始培养一批年轻人，现在他们已经

站到台前，挑起黄梅戏传承的大梁。我们剧院已

形成老中青少四梯队人才队伍。”

“我一直告诉青年演员，要坚守初心，守住

艺术最本真的东西，真正的好作品还是有市场

的。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戏曲不是生活必需

品，观众不是必须要喜欢你；也不要一味地抱

怨，要反思自己做得怎么样。”韩再芬坦言。

（张强 储玮玮）

黄梅戏“答卷人”韩再芬：创新是生命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王君宝 姬烨）北
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严家蓉13日在北京冬奥组委赛

事总结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各个场馆正在积极筹备尽快向公众开放的计划，不少

场馆计划在“五一”前开放。

严家蓉介绍，延庆和张家口赛区将依托雪上场馆打

造“全季、全时、全域”的冰雪娱乐中心、山地度假区和避

暑旅游胜地，既有适合中高级滑雪爱好者的高级道，也

有适合初学者的滑雪场地；首钢园赛后将以“北京冬季

奥林匹克公园”的身份陪伴北京市民，使“双奥之城”北

京拥有“双奥公园”。

严家蓉还透露，国家速滑馆的全冰面设计，就是考虑

到赛后向社会开放，赛后可以实现同时容纳2000人上冰；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滑道下方的三分之一处比较缓的地

方，特别留出了大众体验出发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建

成适合青少年的滑雪培训和冰雪体验基地。值得一提的

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所有的场馆无障碍设施也会尽可能

保留。

场馆赛后向公众开放，实际上是北京冬奥会可

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为解决场馆赛后利用

这个世界性难题，我们提出了场馆反复利用、综合利

用、持久利用的‘北京方案’，不仅多个 2008 年的奥

运场馆得到使用，北京冬奥会的全部新建场馆在设

计之初就考虑到了赛后利用，体现了前瞻性和规划

性。”严家蓉介绍，北京冬残奥会结束以后，北京冬奥

组委将尽快完成技术设备等物资和相关人员移出，

结束对场馆的独家使用期，将场馆的使用和管理权

移交给业主。

据了解，北京冬奥会的竞赛场馆都是世界一流的

场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各场馆与国际单项体育

组织建立了很好的协作和沟通机制。严家蓉介绍，有

关部门、业主已与世界冰壶联合会、国际雪车联合会等

达成框架协议，并正积极和国际雪联、国际冬季两项联

盟等商议，申办今年和今后几年的世界杯等国际性专

业赛事。这将带动场馆的后续运营，助力中国冰雪运

动发展。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场馆不仅属于运动员，

更属于热爱运动的每一个人。”严家蓉说，随着冬奥赛事

圆满落幕，全民健身热潮即将到来。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部分场馆计划在“五一”前向公众开放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村民

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也

要跟上。当前，艺术助力乡村建设的生动实

践正在广袤的安徽乡村大地展开。艺术的

植入，让村落更美，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更

多路径。

阳春三月，笔者走进合肥市肥东县长临

河镇六家畈文旅小镇的 1952粮仓文创园，

红色的砖墙、斑驳的印记、苍劲的旧标语，弧

形的池塘、悬挂的画幅、陈列的物件……处处能看到历

史与现代碰撞的“火花”，闻到文艺与时尚交织的气息。

“在这里既能感受到妥妥的历史感，又能感受到文

化艺术的熏陶，老建筑生发出来的文化内涵不容错过。”

正在这里参加团建活动的东城文传公司职工钟海燕说。

很难相信，眼前这座备受文艺爱好者喜爱的创意园

区，原本是一个废弃的粮仓，建于 1952年，历经数十年

风雨沧桑，早已破败不堪，只有墙上的红石色彩依旧。

“这应该是合肥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由红色石

头垒砌的粮仓，而且是典型的江淮建筑风格。”从事艺术

设计的方远，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废弃粮仓。他小时候就

经常到六家畈来玩，占地 20多亩的粮仓在他眼中宏伟

壮观，“即便现在衰败了，但主体建筑的气势仍在。”

2017年 8月，方远开始对老粮仓进行精心的设计、

改造，前后用了三个月，最终涅槃成为艺术馆。目前已

有 13位艺术爱好者签约入驻，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也

为这个村庄增添了一抹艺术色彩。

历史赋予一个地方厚重感，给人带来无限想象空

间。艺术扮靓乡村，则让人流连忘返。

同样出圈的肥东县黄张村，依托区位优势，打出文

化牌，做起文化强村的大文章。村内整合闲置房源，统

一对外出租，并积极吸引美术、设计、音乐、写作等文学

艺术领域的专家和餐饮从业者入驻，丰富文化内涵，完

善服务功能，打造黄张文艺村。

沿着村道往里走，乡里乡亲馆、巨幅“双山胜迹

图”彩绘、景观池塘、议事亭、通幽小径、3D立体墙绘、

村规民约墙……渐次展开，处处是风景，步步皆惊喜。

“没想到融入文化基因后的乡村这么美好，漫步这

里整个人感觉身心愉悦、惬意，这些真的有助于诗歌创

作呢。”参加肥东诗群采风活动的本土诗人范翠红高兴

地说。 （彭红玲）

废弃粮仓华丽转身废弃粮仓华丽转身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艺术助力乡村振兴

由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肖澜同名小说改编，滕华

涛执导，海清、童瑶、张颂文领衔主演，冯绍峰特邀

主演的当代家庭情感大剧《心居》正式定档，将于 3
月 17日起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上星播出。

《心居》以四世同堂的家庭为核心，在上海这座

光怪陆离的城市，辐射出现代都市的生存图鉴，透过

“小”人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成长，投射出对“大”

家庭情感关系的依寄和不可或缺，进而激发了观众

内心的家情怀。

其中，片名“心居”既是形容“人之所居”的一份

安定状态，也是表达“心之所处”的一种人生态度。

剧中，不管是希望拥有一方象征着独立与认可的小

家的冯晓琴(海清饰)，还是在努力给家人提供更好

的生活照顾，和对理想爱情奋不顾身去追求的顾清

俞(童瑶饰)，无不展现出现代都市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通过自身努力，换取安稳阳光的生活，

以及对自我身份的归属与认同。

据了解，《心居》与改编自梁晓声茅盾文学奖同

名小说、创下CCTV-1黄金档电视剧收视近 8年新

高的“国民剧”《人世间》，以及去年“七一”上映的“庆

祝建党一百周年重点影片”《1921》并称腾讯影业与

阅文影视的“时代旋律三部曲”。

导演滕华涛凭借都市生活情感剧《蜗居》引发大

众关注。此次执导三部曲的终曲《心居》，他坦言主创

们希望通过扎根生活、贴近现实、反映当代家庭情感

价值的《心居》，展现好沪

上市井风情画，承托起民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期待，实现对现实生活的

生动关照。 (应妮)

当代家庭情感剧
《心居》定档

新
片 速递速递

本报讯 “阳光带来每天的新鲜，有种信念萦

绕在心间。都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撑起一片

蓝天……”近日，笔者从阜阳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我

省首支食品安全主题原创歌曲《食安花开》正式出

炉。

该歌曲是由安徽青年作家左桂、太和县音乐人

周宇红作词，太和清音第11代传承人于飞谱曲并演

唱。据阜阳市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欧阳世涛介

绍，歌曲《食安花开》以食品安全“四个最严”为主

线，呼吁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讲诚

信、讲良心、讲道德”，用更直观、更接地气、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向群众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展示食

品安全工作，提高全民食品安全意识，呼吁社会各

界参与到食品安全共治中来。

下一步，这首歌曲录制成碟片后，该市市场监

管局将采取多种形式进乡村、入社区传唱这首歌，

营造“食品安全、共同守护”的良好局面。（孔令君）

阜阳：
首支食品安全原创歌曲出炉

活动结束后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与自己的作品合影留念大家纷纷与自己的作品合影留念。。

华丽转身后的1952粮仓 陈振/摄

本报讯 3月 11日下午，安徽巢湖经济开发

区总工会联合区妇联在温泉社区职工之家举办

“香遇女工 享受生活”女职工芳香技能培训沙

龙活动。

本期活动培训内容为干花团扇DIY，由专业

老师现场讲授基础知识，示范制作步骤及操作技

术要领，并辅助大家进行临摹创作。听完老师的

讲解，女职工们领取制作材料及工具后动手操

作，开启了缤纷干花与古韵团扇的美好手作时

光。现场气氛融洽，选干花、摆造型，搭配色彩，

涂抹胶水……大家从刚开始的手忙脚乱到逐渐

进入状态，尽情地徜徉于生活美学的体验之中。

在奇思妙想下，原本单调的扇面瞬间花团锦簇，

一把把古色古香、风格迥异的团扇映入眼帘，女

同胞们对自己的作品爱不释手，互相传看并交流

制作心得。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一步一步进行，其实

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前期构思很重要。我很享受

DIY的过程，能让人身心愉悦。”问及制作感受，盐

业公司的花女士笑着说道，她对自己制作的干花

团扇表示满意。 （汤娜 文/图）

安巢经开区总工会
举办芳香技能培训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