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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日

前在合肥举行，会上发布了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

会徽“徽风皖运亭好滁州”、会歌《舞动精彩》、吉祥物

“滁宝”和主题口号“皖美省运 亭好滁州”。

据介绍，2022年，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将在滁

州举办。本届运动会包括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三

个部别比赛。高校部比赛拟于今年3月份开赛，青少

部比赛拟于4月开

赛，省运会开闭幕

式拟于 9月举办。

同期举办的还有

群体部比赛、全省

残疾人运动会和

少 数 民 族 运 动

会。届时，全省 16
个地市、省内各高

等院校、各行业协

会共计3万多人参

加 49 个项目的比

赛。另外，本届省

运会青少年部比赛新增了轮滑、霹雳舞等奥运项目，

为省运会注入新的活力，共计预设26个比赛项目，参

赛规模将达15000人次以上。

本届运动会的会徽为“徽风皖运 亭好滁州”，独

特的会徽设计将安徽特色、滁州文化、15届、运动会等

元素融为一体，视觉冲击力强，色调明朗，结构紧凑，

内涵丰富。会徽主体以红色为主色调，红色寓意热

情、开放、激情，表达了滁州人民对举办这一场全省运

动盛会的激动之情，同时体现了勇于拼搏、健康向上

的运动精神。

会歌名为《舞动精彩》，以体育元素为创作切入

点，分三个层次，层层递进，节奏欢快。整体展现了大

美滁州活力四射、蓄势腾飞的新姿态，呈现出新时代

江淮儿女激情澎湃的精神面貌和人民团结奋进、拼搏

向上的热情。

吉祥物为“滁宝”，意为“滁州之宝”，吉祥物以滁

州市花——“滁菊”为设计主体，象征本届运动会独一

无二的品质，盛开的花瓣则寓意共襄盛会的体育精

神，紧握的拳头表达了拼搏奋进的决心，开心的笑容

给人以亲和力，金色和红色代表热情和力量，蓝色象

征希望和理想。

滁州是奥运冠军许海峰的故乡，同时也是重点打

造的“东方手球之都”。近年来，滁州体育事业蓬勃发

展。2019年，滁州举办过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男子

手球决赛、奥运会亚洲区女子手球资格赛。2020年，

滁州举办过全国手球锦标赛和安徽省第五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滁州通过成功举办国家级、省级专业锦标

赛，既提高了该市的办赛能力，又积累了举办大赛的

经验。 （滁宣）

安徽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徽会歌吉祥物正式发布

吉祥物

本报讯 近日，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7部门联合

发布《安徽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行动方

案（2021—2025 年）》。根据方案，到

2025年，我省将树立具有徽文化风格和

新时代特色的安徽工业文化新形象，丰

富工业文化新内涵，建立工业文化发展

新机制，形成工业文化保护利用新格

局，促进工业文化产业成为工业经济增

长新动能。

《方案》要求传承弘扬工业文化精

神，强化工业文化保护利用，创新发展

工业文化产业，推动工业文化制度建

设，将工业文化作为推动我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工业文

化的软实力、影响力和推动力。

《方案》特别提出培育企业家精

神。倡导实业兴国的发展理念，培育一

批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把握时代脉搏、

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队伍。在弘扬

工匠精神方面，要求树立工匠标杆，充

分发挥模范带动作用，营造崇尚精益制

造的产业氛围。引导培育一批追求卓

越、精益求精、用户至上的高素质高技

能技术工人，使工匠精神成为制造者的

行为准则和消费者的价值取向。

保护利用工业遗产，培育创建工业

博物馆，发展工业研学旅游，《方案》对

工业文化保护利用等也提出了具体要

求：支持各地老工业城市结合地方资源

特色和历史传承，将工业遗产纳入更新

改造范围，融入城市发展格局，实现从

“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转变；建立

全省工业博物馆信息资源库，推动建设

具有地域特色和行业特征的工业博物

馆、行业博物馆、企业博物馆和工业历史名人纪念馆；

支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一批数字化、可视化、

互动化、智能化的新型工业博物馆；支持依托工业遗

产、工业博物馆、现代工厂等工业文化特色资源，打造

一批工业研学旅游项目，构建一批工业研学旅游目的

地，开发一批工业旅游创意产品，设立一批工业文化

用户体验中心，广泛提升社会公众对工业文化的知晓

度、参与度。

在此基础上，《方案》进一步支持各地结合文化

节、艺术节、博览会等，举办丰富多彩的工业文化活

动，如鼓励创作弘扬工业文化的各类文艺作品，组织

大国工匠、企业家、技术能手（大师）进讲堂等，传播我

省优秀工业文化。 （本报记者 万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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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淮北市总工会组织职工学
习制作以春节元素为主题的剪纸作品，感
受我国传统剪纸艺术魅力，迎接农历虎年
春节。 张锋/摄

③③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近日，延庆冬残奥颁

奖广场进行了第一次全流程、全要素演练。本次演

练不仅标志着延庆冬残奥颁奖广场已具备赛时运行

条件，也意味着北京、延庆、张家口三赛区颁奖广场

的运行工作已准备就绪，基本筹备工作圆满完成，冬

残奥筹办进入新阶段。

作为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雪上运动的主要颁奖

场地，延庆冬残奥颁奖广场赛时运行期共计7天（2022
年 3月 6日至 12日），承担北京冬残奥会延庆赛区 27
个比赛项目的奖牌颁发仪式，包括为获奖运动员颁发

奖牌、升获奖运动员所属国家（地区）国旗（会旗）、奏

冠军所属国家（地区）国歌（会歌）。届时延庆冬残奥

颁奖广场将与张家口冬残奥颁奖广场交替进行颁奖

仪式并向全球直播。

延庆冬残奥颁奖广场建基于北京世园公园国际

馆，总体占地面积 12000 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约

17000平方米，是唯一只承担冬残奥任务的非竞赛场

馆。依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延庆颁奖广

场在现有建筑的基础上增设集装箱、篷房、板房、转播

平台等多种不同形式的临时性设施。作为室内永久

性建筑与少量临建相结合的场馆，延庆冬残奥颁奖广

场临时设施由北控集团总承包建设，去年 10月 20日
开工，历时2个多月建成。

当前，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已经

进入跑秒计时、压线冲刺的关键阶段。延庆冬残奥

颁奖广场也将精益求精、全力以赴完成最后阶段的

筹备办赛工作，为

举办一届精彩、非

凡、卓越的奥运盛

会贡献力量。

延庆冬残奥颁奖广场进行首次全要素演练

近日，阜阳民间剪纸艺术家、省工艺美术大师、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葛庭友的生肖剪纸

系列出炉，为《祥虎迎春》《瑞虎迎春》两幅剪纸长卷。这

已经是葛庭友连续12年创作生肖剪纸作品了。

在阜阳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葛庭友大师剪纸

工作室内，笔者见到了这两幅剪纸长卷。两幅长卷都

是4米多长，平摊在地上，整个房间被占去近一半。这

两幅剪纸长卷有着明显不同，相对于用传统红纸剪成

的《祥虎迎春》，《瑞虎迎春》属于剪纸中的“填色”技

巧，即主题部分以黑色纸张剪成，并配以各种不同色

彩，看上去色彩艳丽，视觉效果抢眼。葛庭友说，这种

剪纸创作手法还是他第一次尝试。

两幅长卷中分别有 9只和 11只老虎，与常见的剪

纸老虎作品不同。在葛庭友创作的作品中，这些老虎

形态各异，并配以不同点缀，具有不同的寓意。“这个

叫福寿三多，这个叫吉祥平安，这个叫虎年有余，这个

叫喜上眉梢……”葛庭友指着长卷中的老虎造型一一

介绍。比如，“福寿三多”中，分别在老虎的头上、背

上、尾巴上缀以寿桃、佛手、石榴，分别寓意长寿、福

气、多子；虎头上伫立着一只喜鹊，寓意喜上眉梢；老

虎背上的公鸡和苹果，寓意吉祥平安等。

这两幅生肖剪纸长卷完成于几天前，而创意早

在 2021年 11月份就开始了。“主要的工作都集中在前

期的搜集素材和构思上，而真正动起剪刀来，沉下心

几天就差不多完成了。”葛庭友说，第一次创作生肖

剪纸时，他还不算是主剪，主要做创意。当时，葛庭

友和另一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剪纸艺术

家吴青平合作。创作形式也不是剪纸，而是别具一

格的“刻纸”。由葛庭友负责构思创意设计，吴青平

负责用刻刀刻纸，历时一个多月完成长达 20米的刻

纸作品《虎跃江淮》，作品还上了当年的安徽卫视春

晚节目。从那以后，每逢春节临近，创作生肖剪纸就

成了葛庭友的习惯。

这次的虎年剪纸长卷，和以前一样，也会参加各种

展览，作为葛庭友对

外宣传推广阜阳非遗

剪纸文化的一部分。

葛庭友目前已经接到

安徽省博物馆的通

知，这两幅长卷将参

加春节期间举办的

“虎虎生福——壬寅

虎年新春生肖文物

（图片）联展”。

（任刚）

非遗传人坚守12年
创作生肖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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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1月15日，合肥市轨道集
团与市文联组织12名书法家在轨道
交通4号线天鹅湖站、合肥南站义务为民
写春联。书法家们在现场挥毫泼墨、奋笔疾
书，行云流水间流露出浓浓的年味，一副副承
载着美好祝福的春联跃然纸上。经过的乘客络
绎不绝，围观赞赏，排队求“福”，整场活动共送出

200余副春联。 恽梅/摄
②②1月16日，芜湖市街头，书法家们书写的“虎头福”

特别惹人喜爱。当日，芜湖市总工会组织工人书法家、剪纸艺
术家走上街头开展了“送万福，进万家”书法剪纸公益活动，为广大
市民送上了虎年新春的美好祝福。 王玉实/摄

③③1月14日，太和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工会组织知名书画家
到乡村振兴帮扶点大庙集镇见寺村开展送书画活动。送书画

小分队举行了书画赠送仪式，为村委会送上《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等书画作品20余幅。随后，书画家们不仅为

村民挥毫泼墨，畅写乡村振兴、绘画乡村美景，而
且还为书画爱好者进行指导，传输书法绘

画知识。 魏宏/摄

本报讯 1月 13日，安徽楚

文化博物馆迎来试运行，标志着

我省又新添了一张闪亮的历史文化

名片。该馆是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

名的博物馆，位于淮南寿县新城区寿春城

国家考古遗址范围内，建筑面积 15510平方

米。建筑设计充分挖掘古城元素，彰显楚人

“四方筑城”“荆楚高台”建筑理念，通过“瓮城”

“方城”“斗城”建筑布局，融合现代院落和极简

主义设计手法，将博物馆陈列展览、文物收藏、

开放服务、行政办公等功能区域有机搭建，整个

场馆既有巍巍古风，又具现代气息。

此次展出的 1600余件（套）展品中有 800件
（套）首次与观众见面。展陈内容包括《安徽楚文

化》《寿县文明史》两个基本陈列和《寿春寿文化》

专题陈列。安徽楚文化陈列主要包括立国江

汉、东进江淮、徙都寿春、楚韵悠长四个单元，

寿县文明史陈列主要包括淮夷旧邦、两汉

寿春、秦晋纷争、隋唐寿州、寿州之战、宋

清寿州、革命沃土七个单元，较好展

示了安徽楚文化和寿县历史文

化。（陈彬）

安
徽
楚
文
化
博
物
馆
迎
来
试
运
行

安
徽
楚
文
化
博
物
馆
迎
来
试
运
行

本报讯 花鼓灯、舞狮、虎

头娃、无为鱼灯……由省农业农

村厅、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

《在希望的田野上——安徽省2022农民

春晚》将于春节期间在安徽卫视、安徽农

业·科教频道开启大幕。

本次晚会由“谁不说俺家乡好”“乡里乡

亲”“美丽乡村”“启航新征程”四大板块组成。

其中“谁不说俺家乡好”突出产业振兴主题；“乡

里乡亲”突出文化和组织振兴主题；“美丽乡村”

突出生态文明主题；“启航新征程”以喜迎党的二

十大为主题。晚会时长120分钟，充分展示近年

来我省乡村巨大变化与农民的幸福生活。

据了解，在春晚录制期间，晚会启动“我为

群众办实事，消费帮扶献爱心”——安徽优质

特色农产品，爱心年货采购活动，通过开展

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此外，春晚还在

线下推出“百村点映活动”，组织 100多
支放映队，赴全省 16市 105个县(市、

区)，为广大农民群众提前点映农

民春晚。 (汤昊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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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新春倒计时两周，大

年初一的预排片表上共有 11
部新片，张艺谋、陈凯歌两位“第五

代”导演作品首次在春节相逢。整个

档期类型包括战争、青春、喜剧、体育、动

画等。11部新片中，《长津湖之水门桥》与

《狙击手》两部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电影，把

春节档的“硬核”程度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也将在春节时分再度凝结起家国情怀的

暖流。

几部现实题材影片则着眼于当下最平凡

的人们如何在时代进程中创造历史。《奇迹·

笨小孩》讲述小人物在新时代深圳的奋斗故

事，《四海》是糅合了体育和公路类型的当代

青年热血志。此外，喜剧《这个杀手不太

冷静》有望以类型取胜成为档期黑马，

《我心飞扬》的冰雪题材与冬奥氛围适

配，五部动画电影将是合家欢的另

一重选择。 （文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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