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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由省委宣传部组织创作的歌曲《万众一心强中华》MV在网络上广为传唱，现各平台累
计浏览量超过5000万人次。这首歌曲激励全国人民，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就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战“疫”。记者日
前采访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演唱者。他们表示，当一个国家身处逆境呼唤一种精神时，那就是使命，就是信念，就
是一往无前。这首歌折射出我省文艺工作者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希望为全国人民送去希望和信心的迫切心情，期盼

春暖花开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连
日来，沈阳出版社推出《战“疫”正
前方：贾佳战地日记》系列连载，音
频有声版也在喜马拉雅 APP 同步
播出。

贾佳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重症科医生。从 2月 2日开始，
他作为我省第二批驰援湖北医疗队
的副队长进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连日来，他以东北人惯有的乐观豁达
迎战重重困难和挑战，在高风险、超
负荷的工作状态下，利用换班间隙写
下“战地日记”，展示了武汉前线医护
人员的真实工作状态，字里行间充满
战“疫”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据介绍，沈阳出版社日后将把
这些文字结集出版，用以记录战

“疫”的峥嵘岁月。

沈阳出版社推出
逆行医生“战地日记”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音
乐舞蹈作品《天使之歌》视频于2月
19 日上线。该作品由辽宁省文化
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策划出品，由该集团党政群工作
部曾凡作词、作曲、演唱，辽宁人民
艺术剧院朱一文担任编曲、音乐总
监，辽宁芭蕾舞团编导刘婷婷担任
编舞、舞蹈总监，辽宁芭蕾舞团首席
演员敖定雯、王占峰演绎。

《天使之歌》讲述了奋战在抗击
疫情一线的医生们的感人故事。词
曲作者、演唱者曾凡表示，她希望用
这首歌，向白衣天使们致敬。据刘
婷婷介绍，通过媒体，她看到支援湖
北的大批辽宁医护人员克服许多困

难，坚守在战“疫”一线，发生了许多
感人的故事，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
她。于是，她根据歌曲《天使之歌》
的旋律编创了舞蹈。敖定雯、王占
峰以饱满的情感表达、精湛的芭蕾
技艺，淋漓尽致地诠释出这首歌蕴
含的深情与敬意。

据了解，《天使之歌》由辽宁省
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组织创作，由该集团旗下的
辽宁芭蕾舞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辽宁省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及该集团党政群
工作部联合创作完成。目前，《天使
之歌》视频正在人民网、网易等十几
家媒体平台传播。

音乐舞蹈《天使之歌》视频上线

汪敏分析认为，歌曲《万众一心强
中华》折射出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抒
怀，从而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截至 2 月 13 日 17 时，《万众一心
强中华》MV歌曲总计转发3705条，包
括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广网、中
国日报网、中华网、中国青年网等中央
主要媒体网站，以及新浪网、搜狐网、
网易、凤凰网等知名门户网站，人民日
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
户端、中国新闻网客户端、学习强国客
户端、今日头条客户端等新闻客户端
均进行推送。其中包括新闻网站 390

家、微博 1853 条、移动客户端 816 家、
微信公众号528条、论坛33家，其他秒
拍、优酷网、土豆网、抖音、快手等聚合
平台 81 家。各平台累计浏览量超过
5000万人次。

有网友留言：“这首歌恢宏大气、
铿锵有力，听得我热血沸腾、热泪盈
眶，也让我倍感振奋、充满力量！”还有
网友说：“这首歌饱含深情，又不失激
昂，表达了对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和其他各行各业坚守岗位
的工作者的敬意和感恩之情，以及战
胜疫情，强我中华的坚定信念。”

增添人民战“疫”的信心和力量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2
月16日，记者从沈阳故宫博物院获
悉，为表达对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
的崇高敬意，沈阳博物院（沈阳故宫
博物院）所属各博物馆，自博物馆恢
复开馆之日起，一年之内，对全国医
务工作者免票。全国医务工作者凭
有效证件（医师证、护士证或与医务
工作相关的其他资格证件）即可享
受这一政策。

沈阳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
为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直
属机构，下属博物馆共计 13 家，包
括沈阳故宫博物馆、张氏帅府博物

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沈阳二战盟军战俘
营旧址陈列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
法庭旧址陈列馆、新乐遗址博物馆、
沈阳汗王宫遗址陈列馆、中共满洲
省委旧址纪念馆、东北陆军讲武堂
旧址陈列馆、盛京碑林陈列馆、郑家
洼子青铜短剑墓陈列馆、沈阳文物
考古研究所。

其中，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为国家一级
博物馆，张氏帅府博物馆、新乐遗址
博物馆为国家二级博物馆，均是沈
阳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

沈阳博物院所属13家博物馆
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票一年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戏
曲助力，抗击疫情。凌源市文化旅
游和广播电视局剧目创作室于2月
17 日推出评剧唱段《钟馗斩瘟》视
频，该作品改编自评剧《刘伶醉酒》
选段，由凌源市文旅广电局剧目创
作室主任、剧作家王宇石创作，著名

评剧表演艺术家张俊玲担任艺术指
导，特邀中国评剧院青年演员韩立
姣演唱。

该作品录制完成后，经凌源市
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推送，迅速
被凌源融媒、辽宁非遗、快手抖音等
众多网络媒体推出。

凌源推出
抗击疫情主题评剧《钟馗斩瘟》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2
月19日，辽宁省文物总店微信公众
号推出“宅”家看文物——店藏精品
文物鉴赏活动，在抗击疫情期间，为大
众提供线上艺术服务。首期推介辽宁
省文物总店店藏明代青花云龙纹天球
瓶鉴赏。此瓶青花色调沉稳浓艳，显
示出典型的青料“苏勃泥青”的特点。

器物整体造型圆浑厚重，大气庄重，是
明代宣德年间的精品之作。

辽宁省文物总店成立于 1961
年 9 月，是国家设立的文博事业单
位，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老字号”
国有文物店。据了解，辽宁省文物
总店微信公众号将陆续推介店藏精
品文物。

省文物总店推出
店藏精品文物线上鉴赏活动

记者日前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
解到，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全省
公共文化场馆开放数字资源，让广大
市民足不出户在网上就能看展览、听
讲座、参加文化活动、了解防疫常
识。根据抗击疫情的需要，省文化和
旅游厅及时出台了《辽宁省文化和旅
游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文化工
作的通知》，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和鼓
励全省公共文化机构暂时闭馆“不谢
客”，文化服务“不打烊”，推出了一系
列线上文化服务，陪伴全省人民共克
时艰。

线上公共文化服务
形式多内容足

省图书馆免费为读者提供 50 余
种数据库，免费开放“书香中国”平
台，让读者足不出户尽享海量阅读资
源。各县（市）区图书馆也纷纷推出
网络阅读。省图书馆联合各市图书
馆举办了“星火燎原 照亮前路——
2020 年辽宁省中小学读者主题朗诵

大赛”，并推出了 14场线上展览。大
连市图书馆网站 24 小时不间断向读
者提供中国知网、博看期刊、维普等
各类数字资源40余种，读者通过远程
授权访问系统可在家免费使用；手机
图书馆可在线查询借阅信息，100 万
种原貌电子书以及300种报纸资源供
读者免费使用。鞍山市、本溪市、辽
阳市、兴城市等多地图书馆联合专业
移动阅读平台超星移动图书馆APP，
整合线上资源，为读者提供无边界、
无限制、高质量的阅读服务。

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也
纷纷将文化艺术培训搬到线上。辽
宁大剧院推出云剧场，沈阳盛京大剧
院推出空中舞蹈教室，沈阳交响乐团
推出空中课堂，沈阳书画院推出“宅
家看展品多彩艺术故事”，沈阳科学
宫推出“科学实验挑战赛”。沈阳市
图书馆和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数
字图书馆线上服务24小时不打烊，提
供线上展览、电子书阅读、在线听书、
视频学习等个性化服务。大连市文
化馆推出“掌上文化馆”栏目，每日推

出新内容，已推出线上广场舞培训，
通过网络传授原创广场舞《向梦想出
发》。葫芦岛市文化馆为群众提供丰
富的中国大学 MOOC(慕课)国家精
品课程在线学习内容。

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了
线上新型冠状病毒知识问答、爱的传
递——童声助力抗疫等活动。本溪市
举办了群众书画作品微展。丹东市
群众艺术馆举办了“抗击疫情，祈福
中国”主题篆刻作品网络展，通过微
信公众号开设“艺术云课堂”板块，利
用线上教学方式向群众传授和普及
文艺知识。辽阳市少儿图书馆通过
微信公众号和读者群开展美术创作
直播、线上灯谜猜猜猜、青少年线上
朗诵大赛和电子连环画免费在线阅
读等线上阅读活动，并带动县区图书
馆共享线上资源，截至目前线上服务
1000余人次。朝阳市图书馆开展“品
读经典，全民战‘疫’，听书打卡”“防疫
专题——新型冠状病毒知识全知道”

“答题战‘疫’——病毒科普知识竞赛
比身手”等线上活动。为减少人员聚

集，全省各地纷纷取消元宵节线下活
动，省图书馆、丹东市图书馆、辽阳市
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开展了线上元宵
灯谜竞猜活动。

群众文化工作者
踊跃创作战“疫”主题作品

全省群众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志
愿者积极行动起来，用诗歌、歌曲、舞
蹈、快板、京东大鼓、书画等多种艺术
形式，传播防疫知识，宣传疫情防控
举措。

鞍山市文旅中心创作了评书《温
暖回家路》《万众齐心战“魔妖”》等；
本溪市群众艺术馆创作了抗击疫情
评书故事《鼠年你最棒》、快板书《战
病毒》《两包口罩》等；锦州市群众艺
术馆文化志愿者创作了剪纸《预防》、
皮影戏《众志成城抗病毒》等；铁岭市
文化工作者创作了京东大鼓《最严三
十条之“十必须”》等。大连、丹东、锦
州等地的多部作品被国家公共文化
云选录收录。

我省公共文化机构拓展服务助力战“疫”
本报记者 王臻青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服务居
家期间的百姓文化生活，辽宁省文化
艺术研究院整合了我省各类文化资
源，在该院建设、维护的辽宁文化云
平台为广大网民展播。

地域特色文化资源丰富

辽宁特色文化专题片是观众了
解辽宁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视听资
源。本系列专题片深入浅出，多角
度、多侧面地展示辽宁历史文化，聘
请省内知名专家讲解、推介，配以专
业摄像和精美的后期制作。其中包
括《古塔辽宁》《辽河文明》《辽宁满族
文化》《一宫三陵》《文化看沈阳》《辽
宁长城》《传承》《辽宁手工艺》《辽宁
抗战记忆》等。

据辽宁省艺术研究院院长梁海
燕介绍，除视频之外，网友还可以通

过辽宁文化云收听音频，《辽河之声》
栏目通过声音记录和传播辽宁历史
遗迹、人文景观、旅游景点，挖掘深层
次的文化内涵。

此外，还有 5 个可以用电脑浏览
的多媒体资源库，即《辽宁满族文化》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
《走进博物馆》《辽宁省戏曲多媒体资
源库》和《辽宁抗战记忆》等。

演出展览精彩

据介绍，辽宁文化云还汇聚了我
省多年来的多种艺术门类的多台文
艺演出，有专业院团的精品剧（节）
目，有非遗展演精彩专场，还有各市
历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又见大
唐”书画文物展虽已结束，但辽宁文
化云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线上展厅记

录。通过VR技术拍摄下当时展览的
全貌，并将所有展览的高清图片发布
出来，用手机观看线上展览，观众可
重温展览中的精彩瞬间。

教育类视频资源满足亲子需要

辽宁文化云还提供了教育类视
频资源，聘请省内知名国学老师，通
过《文史讲堂》《七彩国学》等栏目讲
解国学知识，寓教于乐指导孩子学习
和掌握相关知识。

此外，还有《美术课堂》《小学语
文》《小学数学》等内容供观众选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辽宁文化
云还为观众准备了大量的健康养生
视频、美食制作等，这些养生知识简
单、易学、易操作。

同时，辽宁文化云还为农民朋友
准备了种植养殖技术讲座。

开展主题文艺作品征集活动

2月8日，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面向全社会开展了“众志成城 抗击
疫情”文艺作品征集活动。此活动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几天时间，
就收到了来自省内各界以及湖北、黑
龙江、湖南等地的 120 多篇文艺作
品。作者中既有专业编剧、书法家、作
曲家，也有业余文艺爱好者。同时，辽
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创作与研究人
员也纷纷撰写作品，助力抗击疫情。

据介绍，征集的优秀作品在辽宁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中连
续推送，至今已选载 40余篇，同时该
云平台专门开辟了抗疫作品专栏，已
刊发的作品有的被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选中录制成了诗歌朗诵音频进行
二次传播。

辽宁文化云平台展播专题节目
本报记者 杨 竞

歌曲《万众一心强中华》MV浏览量超过5000万人次

祖国，让我们战“疫”充满必胜信念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在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刻，沈阳书画院、沈
阳美术馆第一时间在微信工作群里
向书画院的广大签约美术工作者发
出倡议，组织书画家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书画家们 积 极 行 动 ，以 书 画
艺术为载体，创作出一批书画作
品。画家们围绕抗击疫情、辽宁加

油、众志成城、先进人物、感人事迹
等主题进行创作，其中有卢志学、郑
伯劲、亓官良、于晨、张宝澍、穆瑞
彪、王占魁等的绘画作品，也有王文
轩、刘尔福、陈洪普、沈广杰、马喆等
的书法作品。

沈阳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加班加
点将作品汇编成册，及时在网络上
发布，为抗击疫情助力。

“以艺抗疫”美术创作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在举
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特殊时
期，为丰富疫情防控期间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辽宁省文化馆联合吉林、黑

龙江、内蒙古两省一区的文化馆开辟
线上空间，举办“三省一区”（2018年）

“群星奖”精品节目展播活动，让百姓
宅在家也可尽享线上文化服务。

三省一区“群星奖”
精品节目上线展演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围
绕抗击疫情主题，盖州市美术家协
会第一时间向该市广大美术工作者
发出战“疫”倡议，鼓励大家提振精
气神，拿起手中的画笔为抗击疫情
作出贡献。现已征集近百幅画作在
该市文联及全国各级网络上举办的

抗击疫情优秀美术作品展上推出。
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高显惠从正月初二就开始
了战“疫”美术作品的创作，至今已
创作《致敬和平年代的勇士钟南山
院士》《凌霜傲雪报平安》等 5 幅国
画作品。

盖州美协网上展出战“疫”书画

这首歌的词作者于清涌和曲作者
吕威是创作上的老搭档，面对疫情，他
们决定合作一首抗击疫情歌曲。于清
涌退休前是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中心
艺术总监，再之前曾做过临床医生。
那些天，驰援武汉的“逆行者”深深地
打动了他。于清涌告诉记者，和很多
人一样，他也曾心神难安，从那一刻
起，他就确定了创作方向：不用害怕，
我们背后站着伟大的国家。歌词从心
中奔涌而出。

与吕威反复斟酌后，于清涌用半

天时间完成了初稿创作。在于清涌
看来，歌词的特点就是摒弃了华丽的
词藻，以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百姓
对祖国以及对所有抗疫“逆行者”的
感恩之情。

于清涌说：“这首歌虽然是宅家之
作，但创作经历却在我一生中从没有
过，我和吕威之间的热线电话、微信视
频超过了我俩半生的热聊时间。希望
这首歌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一份力量，这
就是我和吕威的共同心声。”

歌词从作者心中奔涌而出

吕威因为之前与于清涌几度交
流，所以在创作情感和意识上是高度
共通的。他们认为，用大众的口吻，
以强国、爱国、报国和暖心的主题作
为创作方向，就会有利于音乐形象的
捕捉。从人间温情的角度切入音乐，
通过亲切、娓娓道来的叙述体旋律引
入，经过起承转合的递进，在旋律高
音走向上与歌词的字音高度契合，唱
起来朗朗上口，使情感得以充分表
现，并将音乐推向高潮。“副歌高潮部
分，我将人间大爱所爆发出的呼喊和
歌词里中华民族那种不屈不挠、勇往
直前的奋斗精神与团结一心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昂扬斗志交融在一
起，表达了众志成城不可摧、万众一
心强中华的必胜信念。歌曲的词眼
也就是音乐达到情感宣泄高峰的结
束句。”吕威说。

这首歌完成后，省委宣传部非
常重视，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字斟句
酌地一起和词曲创作者推敲，精心
打造，并确定了《万众一心强中华》

的歌名，使这首歌曲日臻成熟。东
北大学艺术学院青年教师李超在演
唱这首歌时，把满腔的爱融入歌声
里，带来了感动和满满的正能量。
李超说，这首歌曲的歌词感人肺腑，
旋律波澜起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疫”中，自己要用歌声鼓舞全民
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
强劲的力量，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在省委宣传部的指导
下，辽宁广播电视台组织制作团队
昼夜奋战，拍摄、收集素材，到医院、
机场、火车站、社区等地采撷最为感
人的画面来诠释歌曲内涵，精心加
工制成公益 MV，使歌曲有了更加
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汪
敏认为，歌曲《万众一心强中华》无论
从其歌名上看，还是从歌词、曲调上
看，都属上乘之作，是创作者用音乐
艺术手段去面对困难的一种自觉承
担，使我们的生命体验与感受升华到
了一个新境界。

从人间温情的角度切入音乐

现生活在南方的词作者于清涌

曲作者吕威（左）与演唱者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