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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杰 海城喇叭戏代表性传承人

杨玉玲 千山白酒传统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张 斌 锦州面塑传承人

苑祥玉 中华苑姓宗亲会副会长

2018 年 7 月 3 日，《向世界叫响辽宁文化》第一
篇章“女神 你的微笑”面世。卷首语的开篇这样
写道：

这是一段追索辽宁文化根脉的特殊旅程，
这是一个提炼辽宁文化符号的系统工程，
这是一次挖掘辽宁文化基因的创新行动。
一年光阴，倏忽而过。
我们仍然清晰记得，以上三句话所凝结的初衷

和期望。
若自酝酿期计起，这段旅程，这个工程，这次行

动，整整进行了两年。
两年，是穿行 16 个省市区、数十座城市，逾万

公里的漫长行军；
两年，是六大专题、162 个专版、80 余万字的鸿

篇巨制；
两年，是百余位专家学者、数百名普通受访者，

共同的智慧呈现；
两年，是从远古一直走到今天，对辽沈大地绚

烂的历史文化图景的全面巡览。
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朝阳牛河梁遗址，

我们感受来自5000年前的神秘微笑；
在古城中、群山里，在或被繁华仰望，或被时

间遗忘的古塔旁，我们聆听辽金帝国未远的蹄音；
在辽河之畔，在渤海之滨，我们寻找石棚，远眺

碣石，见证河流与海浪相会的壮观；
在沈阳故宫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读懂了老

汗王从兴京到盛京的金戈岁月；
在辽宁最平凡的每一处角落，我们看到无私、

奉献、使命、担当正在生成怎样伟大的力量；
在地垄田间，在各种巧夺天工的技艺中，在

家长里短的日常里，我们体验到民间厚土涵养的
温度。

今天，当第六篇章这摞厚厚的新闻特刊送到您
的手上时，我们的文化探源之旅终于告一段落。
但，这项工作，并没有结束。

《向世界叫响辽宁文化》的全部报道，是对辽
宁历史文化资源精华部分的一次整体扫描和集
纳，而我们的根本目的是经过社会广泛参与和讨
论后，进一步萃取提炼，最终总结出能够代表辽宁
文化形象的具有标识性意义的重点符号。

因此，长征路，才走了一半。
今天，既是总结，也是开篇。
接下来，我们需要你们，广大的读者，继续携

手同行。
共同承担起总结、提炼、宣传和推广辽宁文化

符号的历史使命。
站在推动人类发展、影响世界进程的高度，共

同重塑辽宁的文化形象。

这段历时两年的文化探源之旅未完待续

今天，我们重新启程
16个省市区
辽宁、北京、内蒙古、山东、浙江、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云南、
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海南、四川

六大专题
女神 你的微笑；辽金 你的蹄音；河海 你的相遇
清前 你的金戈；英模 你的力量；民间 你的温度

2017年

7月 一份关于提炼并推广辽宁文化符号的策
划方案开始起草。

8月 策划方案初稿形成。
9月 几经修改，策划方案定稿。同时确定项

目名称为《向世界叫响辽宁文化》。
10月-12月 向省内有关专家学者征询意见，

报道团队集体学习，会集具有符号意义的辽宁历史
文化词条。

2018年

2月 确定策划的六大板块，即红山文化、辽金
文化、河海文化、清前文化、英模文化及民间文化。

3月-5月 项目正式启动，报道团队赴北京、浙
江、河南、海南、四川、山东、内蒙古及省内各地实地
踏访。

6月 25日 辽宁日报微信公众号推送大型新
闻策划《向世界叫响辽宁文化》第一篇章“女神 你的
微笑”预告。

7月3日 “女神 你的微笑”新闻特刊（共24块

专版）正式见报，在省内外文化界引发广泛关注，甚
至被搬上了高校课堂。

7月6日-24日 连续刊发五期反馈专版，集中
呈现省内外各界对项目的热烈反馈。

8月6日 第二篇章“辽金 你的蹄音”的短视频
产品《航拍辽金古塔》在新媒体平台推出，迅速引爆
网络，在朋友圈程现刷屏态势。

8月7日-10日 在新媒体平台连续四天推出
系列图文报道《跟着老杨看辽塔》，通过摄影记者
的视角巡览辽宁境内的58座辽金古塔，深受读者
欢迎。

8月16日 第二篇章“辽金 你的蹄音”推出，报
道内容丰富，呈现手段多样，32个专版的宏大篇幅
令读者称叹。特别是精美的十二连刊《航拍辽金古
塔》，因全面展现辽宁地区的辽金古塔受到广大读者
的一致赞扬。

8月21日-9月5日 各界回响不断，报道团队
及时回应，连续刊发了《这十九个问题大家最关注》
《放心！奉国寺佛像没有被破坏》《千年辽塔静待更
多懂它的人》等一系列反馈报道。

8月27日 “重走东北亚丝绸之路”报道小分
队启程。这也是第一次有媒体以踏访形式重走东北

亚丝绸之路。当天，三路记者分别从锦州、朝阳和辽
阳出发，计划用10天时间，沿着东北亚传统丝绸之
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进行采访。

9月5日 “重走东北亚丝绸之路”报道小分队
返回沈阳。顺利完成任务。

9月6日-20月 首次利用无人机航拍辽宁广
阔的河海资源。

9月26日 第三篇章“河海 你的相遇”视频版
在新媒体曝光。

10月 17日 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精编工作，
第三篇章“河海 你的相遇”新闻特刊推出，共30个
专版。这一单元第一次提出辽宁河海文化的概念，
将辽河、辽海相融，用宏阔的视角观察丰富的河海
文化资源。

10月 19日 “辽河文化研究高峰论坛”在沈阳
举行。《向世界叫响辽宁文化》成为会议期间专家学
者热议的话题，特别是第三篇章“河海 你的相遇”，
凭借独特的视角和高远的立意，受到高度肯定。

11 月 21 日 第四篇章“清前 你的金戈”出
版，23 个专版详细讲述了从万历十一年（1583
年）到 1644 年，短短 61 年间，一个居住在辽东山
林的少数民族如何发展成为完成中华大一统的东

方帝国。

2019年

1月-2月 全面调研辽宁英模文化的形成、发
展历程及其深刻内涵。

3月 邀请作家为辽宁英模创作短诗、手绘肖
像画。

3月 6日 在沈阳航空航天大学举办公开课，
百余位大学生共同讲述心目中的英模故事。

3月 28日 第五篇章“英模 你的力量”与读
者见面。24个专版，第一次完整描绘辽宁英模群
像，引发广泛关注。

3月 29 日 鲁迅美术学院师生现场作画，为
“英模 你的力量”专题创作了一组英模人物肖像画。

4月-5月 报道团队奔赴全省各地，到最生动
的民间寻找最有温度的文化形态，现场报道通过新
媒体平台陆续推出。

6 月 28 日 几经修改、增删，第六篇章“民
间 你的温度”终于出版了。20 个专版，为全篇
做结，同时，也为下一步征集、提炼和推广辽宁文
化符号的新工作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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