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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3月 2日，记
者从辽宁省文化
和旅游厅获悉，全
省有 541 个乡村

民宿项目入选省级乡村民宿
名录库。乡村民宿作为在地
文化的新载体，成为人们寄
托乡愁之地。

我省乡村民宿较之于
南方起步晚，但近两年发展
的速度很快，质量也很高。
就乡村民宿如何依托在地
文化，更好地传播乡土文化
的历史声音，记者采访了相
关专家。

舞姿曼妙，眼波流转；仪态大方，
歌声委婉；小品诙谐，轻松自然……
让人难以想象，这些舞台上的主角都
是大连城乡的普通百姓。在“千家文
化大院”培训工程的支持下，一批农
村文艺骨干的创作热情、表演热情得
到激发，使百姓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极
大丰富。

随着大量年轻人离开乡村涌入
城市，乡村的社会结构改变，空壳村
的出现使得人际交流减少，乡村的凝
聚力和归属感逐渐减弱，尽管一些村
镇的文艺设施还存在，但利用率不
高，村民文化生活有些单调。同时，
城里的人们希望文娱活动再丰富一
些，但缺少组织者，有文艺特长的人
少，活动也开展不起来。

2014 年，大连市启动了“千家文
化大院”培训工程，对大连市城乡街
道、社区、行政村文化大院的文艺骨干
进行培训，将文艺培训送到生产班组、
田间地头。至今，“千家文化大院”已
累计完成1000余个文化大院的培训，
受训人数达7600余人，这些文艺骨干
回到街道、村屯，接力培训群众文艺爱
好者，受益群众已达 7万余人。“千家
文化大院”培训工程提升了大连市业
余文艺骨干业务水平，进一步满足了
当地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

“尽管这些培训班没有学历，但
文艺活动带来的乐趣还是激发了百
姓的学习热情，很多都是夫妻、父子、
婆媳、母女一起参加学习，甚至有全
家都参加学习的情况。”一期培训班

的负责人刘家林说。
2019 年起，大连市在“千家文化

大院”培训工程基础上，继续开展“乡
村振兴·品质文化大院”提升工程，将
文艺培训精准配送输送到村落，进一
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最终让农村基层群众真正成为文化惠
民的受益者、参与者，使村民在自家庭
院里就能享受零门槛的公共文化服
务。“文化普及了才会有生命力，当其成
为农民生活的一部分，真正扎下根儿
来，这样的农村文化建设才会牢固和持
久。”村级文艺骨干沈宏远说。

群众文化舞台的主角儿永远是
百姓。今年春节，由大连市文明办、
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办，大连市文
化馆承办的 2021“金牛贺岁”——大

连网络“村晚”线上展演活动受到城
乡百姓欢迎。此次线上展演精选了
近两年大连市“乡村振兴·品质文化
大院”提升工程在大连市金普新区
文化馆剧场演出的优秀节目，展示
了几年来“千家文化大院”培训工程
的成果，喜庆欢快的表演为大家带
来新春的喜悦。歌舞《欢天喜地农
家院》、舞蹈《家乡美》、单出头《故乡
情》、戏曲舞蹈《夜深沉》、快板《邻里
和 谐 一 家 亲》、器 乐 合 奏《我 的 祖
国》、小辽剧《抓鸡》、表演唱《七顶山
樱桃红》、长海号子《喊海》、吹打乐

《打枣》、当代舞《红旗颂》、民乐合奏
《扬鞭催马运粮忙》……一个个精彩
而接地气的节目不断把展演活动推
向高潮，引得观众掌声不断。

大连“千家文化大院”培训工程7万余人受益

让百姓生活更有“文艺范儿”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锦州市委、市政府主办，锦州市委宣
传部、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
局、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锦州市文化
演艺集团（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联合承办的辽宁省文化志愿者
惠民演出“周末百姓大舞台”日前在
锦州市京剧团剧场举办。

整台晚会精彩纷呈，群英荟
萃，集结了锦州市文化演艺集团

（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京剧

团、评剧团、歌舞团、杂技团四大专
业艺术院团和锦州市群众艺术馆
等演出阵容。晚会体现了锦州本
土文艺工作者的创新力，所有表演
作品均为原创作品，分为“锦绣篇”

“砥砺篇”“跨越篇”三个篇章，家乡
人、家国事环环紧扣，彰显了锦州
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情与文化底蕴。

演出在歌舞《复兴的力量》中
落下帷幕，铿锵有力的歌声，涌动
梦想和希望。

锦州举办
周末百姓大舞台惠民演出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本
溪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组织县（区）文
旅部门、市直公共文化部门策划推
出线上线下四大类 20 余项文化活
动，让优秀节目演起来，让基层群
众乐起来，让满族剪纸“活”起来，
让文化场馆热起来，让市民尽享

“文化大餐”。
连日来，本溪市国家级非遗项

目北京（本溪）评书传承人田连元
的徒弟张丽华在抖音平台播放本
溪评书选段。本溪市文化馆在微

信、抖音等平台录播或直播别样的
山城地域文化相关视频，通过手机
屏幕传递给千家万户。本溪市省
级非遗项目“本溪满族剪纸”传承
人刘桂芝将本溪满族剪纸技艺、本
溪满族套色剪纸技艺在快手、抖
音、微信、QQ 等平台进行展示，发
布剪纸教学视频，步骤简洁易懂，
让各地网友都能领略到本溪满族
剪纸的风采。本溪市图书馆举办

“新春专题书展”活动，参展图书
700 余种，涵盖社会科学、生活常
识、人生励志等方面。

本溪推出20余项群众文化活动

春节以来，沈阳、大连的京剧艺术
院团纷纷组织复排演出传统剧目及
现代戏，以舞台演出、制作音像专
辑、进校园授课等形式传承国粹艺
术。记者日前从沈阳盛京大剧院了
解到，在春节期间举办的惠民演出
季中，京剧演出的出票率高达 95%。
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市
文化演艺中心）沈阳京剧院在春节
期间演出的京剧折子戏《扈家庄》

《状元媒》《打神告庙》《望江亭》《竹
林记》《四郎探母》《红娘》《龙凤呈
祥》《未央宫》，京剧大戏《群英会·借
东风·华容道》反响热烈。据了解，
沈阳、大连的京剧艺术院团及京剧教
育机构近期继续开展京剧排演及京
剧艺术教育推广活动，记者对此进行
了采访。

沈阳京剧院
复排京剧《关东女》

据了解，目前沈阳京剧院正在复
排大型新编京剧《关东女》。该剧于

2020年首演，是近年来沈阳京剧院创
作的大型现代戏代表剧目之一。《关
东女》以抗战为背景，讲述了东北普
通农家儿女加入抗战洪流的感人故
事。通过主人公娟妹、栓子、水珠儿
以及东北抗联战士石匠，相互救助，
齐心抗敌的传奇故事，书写了一段慷
慨悲壮、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该剧
塑造的关东人物群像生动鲜明，全剧
故事扣人心弦，舞台美术具有浓郁的
地域风情。

大连京剧院
演出传统戏《白蛇传》

大连京剧院今年将陆续推出经
典大戏，日前排练演出了传统京剧

《白蛇传》，在大连宏济大舞台，这部
传统戏再度上演，吸引了许多观众前
去欣赏。

京剧《白蛇传》由青年演员翟谦、
岳峰、张潇涵联袂出演。我国几乎所
有的剧种均已排演过《白蛇传》，目前
大连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白蛇传》是
根据著名剧作家田汉于1950年改编、
1953 年再度修改的剧本排演的。从
白蛇、青蛇下山游湖，到结亲、酒变、
盗草、上山、水斗、断桥、合钵等情
节。该剧唱词流畅优美，剧情跌宕起
伏，塑造了美丽痴情的白素贞、懦弱
善良的许仙、疾恶如仇的小青等具有
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大连京
剧院的青年演员们努力学习经典作
品，演绎传统大戏，赢得观众好评。
据了解，大连京剧院还特别开通了微

信公众号线上选座购票功能，并实施
惠民低价票。

省梅兰芳京剧艺术传承基地
进中小学开展艺术教育

3 月 2 日，记者从省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了解到，在辛丑年农历正月
十五当晚，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通
过多个媒体平台线上播出复排的梅
派神话京剧《嫦娥奔月》，引起观众
热烈关注。据沈阳师范大学梅兰
芳京剧艺术研究所所长、梅派京剧
传承人肖迪介绍，神话京剧《嫦娥
奔月》国家大剧院现场版音像制品
将出版发行。同时，出版发行的还
有梅派经典大戏《起解·会审》和梅
派 经 典 折 子 戏 ，这 些 折子戏包括

《凤还巢》《白蛇传》《霸王别姬》《天
女散花》。

沈阳师范大学梅兰芳京剧艺术
研究所已成立辽宁省梅兰芳京剧艺
术传承基地，即将在沈阳中小学中开
展京剧艺术教育。

复排现代戏 演出传统戏

沈阳大连京剧好戏连台
本报记者 王臻青

记者在乡村民宿名录库上看到，
沈阳有乡驻民宿、十里芳华、展望民宿
等62个乡村民宿项目入选省级乡村民
宿名录库，位居全省首位。62个乡村
民宿项目风格迥异，比如，十里芳华民
宿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望滨街道古砬子
社区，紧邻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
区，背靠虎山、龙山，前有蒲河静静流
过，依山傍水，是蒲河进入沈阳的起
点，这里有风云寺遗址等景观。单家
村民宿项目由沈阳锡伯龙地（稻梦空

间）主导设立，该项目于2020年5月启
动，9月试运营。单家民宿发展方向是
稻梦小镇的功能核心区，提供综合性
服务功能，借助稻梦空间品牌优势，在
政府引导下，以户为单位建设，统一品
牌输出，统一标准经营，整体打造品
牌，用产业链优势创造性价比。

锦州市有52家民宿入选辽宁省乡
村民宿名录库，排名第二。其中包括黑
山县仙桃人家、北镇市华山小居、凌海
市北方山水人家、义县韩家大院、忘忧

谷等。与沈阳不同，锦州的民宿呈现的
是辽西的地域特色，比如，坐落在北镇
市华山村的华山小居，这里是古村落。
北镇市华山村于2016年11月公布为
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也是辽宁省首
批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古村之
一，是一个极具历史文化底蕴的古老
村落，至今仍保留百年前村落和房屋
的原始面貌，四周诸峰环列、山灵竞
秀、奇峰异石、古木参天，故被外界称之
为“当代世外桃源”。

乡村民宿各具特色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日
前，辽宁省 文 化 馆（辽 宁 省 青 年
宫）为有效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
建设，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服务效
能 ，线 上 推 出 2021 年“全民艺术
普及课程——声乐课”课程，且已
开讲。

本期声乐课程围绕“唱好一
首歌的几点要素”进行入门讲解，
从基础抓起，力求帮助声乐爱好

者快速掌握入门知识和技能。另
外，本期课程也会针对声乐教学
方法以及合唱训练进行一些启发
式讲解，课程内容丰富多彩。主
讲人崔姝祎曾获首届农民艺术节

“大丰收杯”、辽宁省第九届少数
民 族 文 艺 调 演 音 乐 类 群 文 组 金
奖、省第十一届艺术节群众音乐
展演一等奖，多次获辽宁省“群星
奖”等各类奖项。

全民艺术普及课程开讲

541个项目入选省级乡村民宿名录库

乡村民宿建设根植乡土文化
本报记者 杨 竞

经过一轮高速发展，为避免同
质化、无差异性，近年来，人们开始
注重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核统一的民
宿建设，紧扣文旅融合主题，将目光
投向了众多乡土元素民宿，使文化
与旅游相得益彰。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为大力发展民宿经济，辽宁省文化和
旅游厅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服务和旅
游发展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去年向各市下发《关于乡村
民 宿 填 报 入 库 工 作 进 度 的 提 示
函》，推进申报工作。并派出两名专
家先后赴沈阳、大连、本溪、丹东、营
口、葫芦岛、朝阳、阜新8市150余家
乡村民宿开展点调工作，实际了解乡
村民宿建设现状，校验申报数据。全
省申报725家，经过专家筛选，541家
入选省级乡村民宿名录库。

同时根据乡村民宿文化品位、
硬件设施水准、服务水平，进一步优
中选优，筛选出了精品民宿60家。

省级乡村民宿名
录库添新项目

当前，人们的乡土记忆、乡愁情
结浓厚，越来越青睐乡村民宿。

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
载体，关系到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
我国乡村民宿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多
成绩，但存在着缺少规划、破坏乡村
风景、缺乏农村文化内涵等问题。如
何发展好乡村民宿，使乡村更美丽，
生活更美好？辽宁大学教授于锦华

认为，乡村民宿建设不能脱离乡村文
化和乡村土地，要根植不同的地域文
化。比如，辽南必须根植海洋文化，
辽西必须根植红色文化，而辽东与辽
北要根植抗战文化。这样才能使乡
村民宿建设与发展进入文化和旅游的
产业链上。

乡村民宿设计遵循因地制宜的
原则，民宿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设

计要融入地域文化特色，在设计中保
护和传承地域文化，让游客进入民宿
便能感受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感受
乡土文化的感染。

还有专家认为，乡村民宿利于美
丽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旅游；有利于
助推农民脱贫致富；有利于带动、促
进乡村风气文明，重塑乡贤文化，从
而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民宿建设不能脱离乡土文化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由
沈阳市铁西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
局主办的铁西区“墨舞春风”书画摄
影展正在线上展出。

启航新征程，奋进正当时。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沈
阳市铁西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邀请书画、摄影名家和基层文艺骨
干倾情创作 60 余幅书画、摄影作
品在线上展出。

这些作品题材广泛，立意新颖，
形式多样，风格鲜明。书法作品或
精细秀美，或气势磅礴，或飘逸洒
脱，或凝练厚重，呈现出丰富多彩的
艺术韵味；摄影作品从多角度展现
了百姓的生活变迁，在光与影之间
让观众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息。这
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热
爱，也更加激发了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的感情。

“墨舞春风”书画摄影展上线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记
者日前在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
到，该保护中心启动了第四批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省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将按计划，对辽
菜传统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敬
贤、复州双管乐代表性传承人乔忠
新、本溪社火代表性传承人吕春景、
建平十王会代表性传承人李绍俊、
东北大鼓代表性传承人霍大顺、朝
鲜族农乐舞代表性传承人李永浩 6
人开展记录工作。

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团队
前往位于沈阳北市场的刘敬贤辽菜
博物馆，对辽菜传统烹饪技艺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敬贤进行了
首次访谈采录。项目负责人向刘敬
贤详细介绍了本次记录工程的采录
计划和后续安排，并就辽菜传统烹
饪技艺的发展和传承问题展开深入
探讨。刘敬贤面对镜头，以“东北人
的年夜饭”为主题，从传统风俗、现
今发展和烹饪技法等角度，全面地
介绍了年夜饭的相关知识。

我省开展第四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3
月1日，辽宁省博物馆“辽博讲堂”的

“唐宋八大家”系列讲座再次开讲。
近年来，辽宁省博物馆一直

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资源，积极搭建
平台，收集百姓需求，精心组织高
质量的品牌文化活动。随着“山高
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的
开展，掀起观众新的观展高潮。为了

帮助观众更好地解读展览，“辽博讲
堂”不定期邀请文化学者讲述展览和
文物背后的故事。此次，邀请辽宁大
学中文系教授、沈阳文史馆研究员、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韩愈研
究会理事毕宝魁主讲，讲座题目为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在中国文
化史上的地位》，他将与观众一起探
讨韩愈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

“唐宋八大家”系列讲座
推出韩愈专题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记
者日前从沈阳市文物局了解到，
2020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完
成 10 项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工作，
发掘面积为 6000 平方米，创下该
所建所近 20 年来的历史纪录，这
些成果源于基本建设考古制度改
革和工作模式的创新。

据介绍，2020 年，沈阳市文物
局收到来自浑南、铁西、沈北、皇姑
等 10 个区县的基本建设考古项
目 260 项，用地面积达 2511.7 万平
方米，向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下达工作委托 97 项。对于符合
考古勘探条件的前置项目，相关
部门向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下

达考古勘探工作委托，由该所实
施考古勘探。对不符合考古勘探
条件的前置项目，向县（市）区政
府提出工作意见，由县（市）区对
地块进行整理，符合条件后再行
申 请 考 古 勘 探 。 考 古 勘 探 结 束
后，由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出
具考古勘探报告，市文物局根据
考古勘探报告给各县（市）区出具
收储意见。

沈阳市文物局与沈阳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考古勘探工作，完成了 90 个地块
的考古勘探工作，用地面积 892.6
万平方米，实际勘探面积 466.2 万
平方米。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完成10项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工作

京剧《白蛇传》剧照。

民宿因根植不同的地域文化而具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