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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
古籍保护中心）、辽宁省图书馆学会承办，辽宁文化艺术工程中心、丹东市图书馆协办的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图片文献展”正在省图书馆展出。展
览以图片资料、文献、实物、模拟场景和多媒体影像相结合的形式展出。此展令人关注的

是省图书馆充分挖掘馆藏文献资源，真实再现抗美援朝战争历程，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抗战研
学宣讲团日前走进沈阳农业大学
附属学校，为学生们上了一堂“传
递历史温度，爱上这片热土”的历
史课。

这堂历史课内容丰富、形式
新颖，通过《抗战从这里开始》抗
战宣讲、聆听文物背后的声音、抗
战情景剧《伟大母亲赵一曼》、抗
战舞台剧《黑土英魂》“英雄我想

对您说”诗歌诵读等形式，拓展学
习时空，传承抗联精神，将历史搬
到课堂。为充分发挥博物馆在社
会中的教育职能，更好地促进博
物 馆 资 源 融 入 教 育 体 系 ，沈 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还与沈阳
农 业 大 学 附 属 学 校 签 署 共 建 协
议，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制定
博物馆研学团队走进校园、提升
研学质量、丰富研学内容等一系
列举措。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抗战研学活动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话
剧《二十一公里》日前在沈阳首演，这
是一部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鞍山市体育教师柏剑为原型创作
的话剧。该剧导演和主演是来自沈
阳市浑南区第一小学的教师和学生。

话剧《二十一公里》根据鞍山
体育教师柏剑无私帮助 120 多名
贫困儿童的真实事迹改编而成，
由祝贺担任编导。此次将柏剑的
故事搬上舞台，还有一段特殊的
机缘。祝贺是鞍山人，就读的中
学是柏剑曾经工作的鞍山市第二
中学。柏剑助养孤儿的事迹已在

校园广为流传，深深感动着当时
还是初中生的祝贺。剧中，每位
小演员饰演的角色都对应柏剑现
实生活中助养的孩子。导演让小
演员去查阅相关资料，做人物小
传，从形体、语言方式等方面尽量
贴近人物。演出现场，很多观众观
剧时眼含热泪。饰演剧中被助养
的学生朱红梅的小演员说，柏剑老
师的事迹很感人，她现在更能理解
父母的不易，今后也要像柏剑老师
那样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据悉，11月下旬，话剧《二十一
公里》将在鞍山市公演。

话剧《二十一公里》在沈上演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省文化
馆、省博物馆、绥中县永安堡乡人民
政 府 承 办 的“ 文 化 扶 贫 助 力 永
安”——首届永安长城写生文化艺
术节暨 2020“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辽宁省群文美术秋季采风写生活动
在绥中县举行。

本次写生文化艺术节是省文化
馆、省博物馆和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驻村
工作队为进一步推进以美扶智、以
美扶持乡村文化发展而举办的。
通过书画家到永安堡乡开展写生
活动力求以艺术创作与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相融合的方式，再现永安
最美野长城独特的历史记忆、自然
风貌；通过邀请知名书画家捐赠书
画作品、主题活动征集、收藏、画廊
寄卖等方式，助力绥中县永安堡乡
獐狼铳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省文化馆副馆长李红梅说，省
文化馆为了更好地助力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将 2020 秋季写生活动

选在永安堡乡，邀请中国人民大学
艺术学院教授王家增和鲁迅美术
学院教授胡秉文与全省群文美术
骨干 60 余人在活动中以画笔描绘
永安的秀美风光和地域文化。

王家增首先开班授课，以当代
艺术为着眼点，讲述了构图、空间
和绘画语言的重要性。胡秉文对
群众文化美术干部的画作逐一进
行点评，指导创作。省文化馆美术
摄影部主任徐陟表示，群众文化美
术干部采风写生活动，历经40余年
几代人的努力已成为我省群文美术
工作的品牌。来到永安堡乡就是希
望通过主旋律作品创作、积极引导
群文美术骨干深入偏远乡村，力求
展示新时代永安堡乡的乡村建设新
成就，展现永安堡乡的秀美风光。

李红梅说，本次活动是驻村工
作队立足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
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文化资
源优势，结合省博物馆工作实际，
以省文化馆秋季写生活动为契机，
以文化扶贫为突破点创新思路，进
一步将驻村帮扶工作落到实处。

首届永安长城写生文艺节启幕

省图书馆馆长杜希林说，值得
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丹东市图书
馆还送展了《在志愿军总部》《烽
火岁月——曾思玉回忆录》《峥嵘
岁月》等。《在志愿军总部》为杜平

所著。他于 1950 年 10 月入朝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参加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在志愿
军总部》一书系杜平将军毛笔签

赠钤印本。
《烽火岁月——曾思玉回忆录》

是开国中将曾思玉关于解放战争和
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录。该藏本为
曾思玉将军签赠本。

老将军绝版手签图书再现峥嵘岁月

“考古走向公众 文明薪火相传”
2020 年度辽宁·沈阳公众考古活动
日前落幕。今年的公众考古活动首
次被搬上“云端”进行直播。匡算表
明，四项活动累计观看量逾 97.3 万
人次。“云考古”开创性迈出的这一
步，促成了考古经由网络满足公众文
化需求的新态势，考古人把原本属于
小众参与的公众考古活动变成与大
众共享的活动。

公众考古首次“云直播”

公众考古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学
发展最快的分支，而大众对重大考古
发现越来越高的关注度、社会各界对
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也促进了公众
考古的创新。自 2014 年以来，沈阳
市文物考古部门先后举办了“考古
现场零距离”“沈阳早期人类探秘之
旅”“盛京往事 梦回汗宫”等多场公
众考古主题活动。2020 年度辽宁·
沈阳公众考古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主办，沈阳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
院）承办，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协办。活动
由启动仪式及拓印和模拟探方体
验、“拓印历史 传承文脉——云课
堂”“维沈之阳 福地呈祥”沈阳考
古成果巡展及“走近考古现场——
云考古”等四个部分组成，通过网络
直播平台现场直播，公众在“云”上
一同见证考古人组织的各项公众考
古活动。

四项活动都不离“云”

9月 17日，今年的公众考古活动
启动仪式及第一项活动在沈阳新乐
遗址博物馆拉开序幕。启动仪式包
括“依法保护文物 坚定文化自信”

“拓印历史 传承文脉”“沈阳考古往
事”三个图片展，活动以文保小志愿
者体验拓印和模拟探方为主要内容，
采用了线上“云直播”与线下现场体验
相结合的新模式，直播活动现场，线上
观看直播点击量总计47.4万次。

10 月 15 日，第二项公众考古活
动主题是“拓印历史 传承文脉——
云课堂”，通过辽宁省博物馆文物保
护部主任、文博研究馆员申桂云线上
演示和讲解，向公众介绍拓片发展简

史、拓片鉴赏、拓片技术、拓片的收藏与
保养等文物保护知识。“云”课堂共吸引
9.7万人实时在线观看，单条动态阅读
量8.5万次，累计观看量18.2万次。

10 月 26 日，第三项公众考古活
动主题是“维沈之阳 福地呈祥”沈阳
考古成果巡展，这是公众考古活动首
次走进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活动
精选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沈阳地区从旧
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重大考古发
现。本次活动由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工作人员全程讲解，并在沈阳博物院
官方微博进行网络直播，共吸引12万人
实时在线观看，累计观看量15.5万次。

10 月 27 日，第四项公众考古活
动主题是“走近考古现场——云考
古”，活动包括介绍考古工地情况、普
及考古工作流程、展示考古工作中传

统及现代化的考古发掘工具的操作、
宣讲“沈阳考古往事”图片展等内
容。活动共吸引 12.3 万人实时在线
观看，累计观看量16.2万次。

扩大考古活动受众面

今年的公众考古活动首次采用
线上进行网络直播，旨在扩大该活动的
受众面，将考古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
展现和传递给大众，进一步推动文物考
古知识普及和学科发展。这对进一步
提升公众对考古的认知水平，培养全民
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保
护文物使命神圣。近年来，我国的公
众考古在不断创新发展，特别是考古
现场直播、考古文博综艺节目、考古
发现主题纪录片、博物馆考古类展览
等创新形式不断出现，丰富了大众文
化生活。今年，我省的公众考古活动
首次被搬上“云端”进行直播，初衷就
是为了面向社会、开放共享，让更多
人了解考古、走近考古、热爱考古，支
持考古事业的发展。

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公众考古活动被搬上“云端”直
播，让考古这个较为传统的行业与新
媒体碰撞出创新的火花，迸发出新的
活力。通过本次活动，多维度向公众
展示、传递考古学文化和最新考古工
作成果，介绍文物保护理念和政策法
律法规，增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有
效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首次“云端”直播 收看总量近百万人次

辽宁公众考古变小众参与为大众共享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0
月 31 日，中建八局“走进·匠心”大
型党建主题宣传宣讲活动在沈阳大
东宝马总装车间项目部正在施工的
现场举行。本次活动通过文艺会演
的形式，从“传承”“匠心”“担当”三
个篇章展示了中国建筑工人在工程
建设领域的匠心与使命，讲述了中
国建筑工人在战“疫”攻坚过程中涌
现出的感人故事。

会演在歌舞《不忘初心》中拉
开序幕。舞台剧《光荣》展现了老

一辈工人的精神风貌；诗朗诵《新
时代的追梦人》深情演绎了中国建
筑工人为祖国建设挥洒汗水的背
后，家属们的牵挂和支持；在歌舞

《逆行者》中，一线建筑工人用歌声
和舞蹈向战“疫”英雄致敬；演讲

《铺路架桥当先锋，增砖添瓦八局
人》和诗朗诵《碧山砼人来，敦白高
铁连》，道出了中国工人“拓展幸福
空间”的铮铮誓言。

每个节目都赢得了工人们的
热烈掌声。

“走进·匠心”晚会深受工人欢迎

省图书馆充分挖掘馆藏资源办展览

用文献生动再现抗美援朝战争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纪念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图片文献展”作为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重要展
览，省图书馆于2020年初就着手准备，
查找文献资料。

省图书馆决策服务与地方资源建
设中心的王爽对记者说，省图书馆珍
藏的抗美援朝战争主题文献比较丰
富，他们从中甄选图书120余种，报刊
7 种十余期。其中，图书方面挑选了
与抗美援朝战争相关的宣传作品，如

《抗美援朝歌选》《抗美援朝短剧集》
等。翻阅了1950年至1953年的《人民
日报》《解放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
寻找抗美援朝战争主题报道。其中大
家熟知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作家魏
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报告文学，最先
于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他
们找到了馆藏的《人民日报》，并在此次展
览上亮相。此次展览还展出我国多种不
同版本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图书。

王爽说，省图书馆还找到《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最初发表的报纸。
1950 年 11 月 26 日，《人民日报》在第
一版发表麻扶摇的诗。时任文化部艺
术局副局长的音乐家周巍峙从《人民
日报》上看到这首诗，便产生了强烈的
创作欲望，当天很快谱出了曲，署名

“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发表于
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辽宁是全国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
最前线，《东北日报》《东北画报》《辽东
大众》等均发表报道。比如《东北画报》
经常发表辽宁画家创作的油画、连环
画、宣传画。此次展出了《东北画报》。

《辽东大众》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
结束一直坚持发行，省图书馆收藏比
较全，这次同时展出。

找到《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最初发表的报纸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抗美援朝中
的宣传品，如抗美援朝战争文艺创作

《战地演唱集》《抗美援朝歌选》《抗美
援朝短剧集》等十余本和《时事手册》

《英雄手册》《纪念手册》等，以及当时
发行的各类宣传资料、海报、版画等。

此次展出的宣传海报也引起人

们的关注。省图书馆文献借阅中心
的卢小松介绍，摄影作品《我们热爱
和平》由人民日报编辑阙文拍摄，首
次刊登于1952年6月1日《人民日报》
头版显著位置，后来有人将其制作成
宣传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第
一版就印制了500万张。这幅宣传画

是上世纪5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作
品之一，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也在
朝鲜流传。如在朝鲜前线中国人民
志愿军指挥部墙壁上、战壕里、野战
医院以及祖国人民送给志愿军的慰
问包、信封、笔记本、明信片、搪瓷杯、
茶叶盒、手帕上都印了这幅作品。

珍贵宣传品感动人心

抗美援朝宣传画印在铁盒上。抗美援朝宣传唱本。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直机
关工委、省广播电视局、辽宁广播
电视集团（台）以及建平县委、县政
府联合摄制的电影《外来书记》首
映礼日前在沈阳全运路万达广场
影城举行。

2018 年以来，我省各级机关选
派年轻干部 2 万余人，到基层乡村
进行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本
片选取优秀驻村“第一书记”事迹，
结合实际情况改编而成，讲述这些

来自城市里的年轻干部们，如何从
百姓眼中的“外来的和尚”，变为“我
们的‘第一书记’”的故事。辽宁广
播电视集团（台）有关负责人表示，
电影《外来书记》是主旋律题材影片
摄制的一次有益尝试，今后还将在
这样的领域不断探索，为传统媒体
高举主旋律大旗作出应有的贡献。
首映礼仪式结束后，来自社会各界
的代表近千人观看了电影《外来书
记》。据悉，电影《外来书记》将在本
月与观众见面。

电影《外来书记》本月与观众见面

专家在公众考古活动现场做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