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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辽宁省档案馆,作为重要档案保管基地之一，拥有丰富
的红色档案资源。为此，省档案馆深入挖掘馆藏红色档案资源和党史学习教育资源，积极筹备“抗日
先锋 民族脊梁——中国共产党领导辽宁人民抗日斗争档案文献展览”，《丰碑——辽宁省档案馆馆
藏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红色经典档案文献图集》等图书也正在编写中。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3
月 31 日，由沈阳市委宣传部、沈阳
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沈阳市
教育局、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沈阳市文化演艺中心）联合主办的
2021年“戏曲进校园”活动，在沈阳
市和平区南京一校启动。沈阳市京
剧院的艺术家带来传统京剧《豆汁
记》，为师生送上一场戏曲盛宴。

“戏曲进校园”活动在沈阳已连
续举办多年，今年还将举办 7 场。
此举旨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国
粹，充分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当天活动中，沈阳京剧院的
艺术家向学生介绍了戏曲故事的背
景、道具、脸谱及唱、念、做、打等知
识，引发了学生们对戏曲的浓厚兴
趣。南京一校有关负责人表示，“戏

曲进校园”活动是一堂生动的传统
文化教育课，不但能提升学生的艺
术鉴赏力，而且对陶冶学生情操、振
奋民族精神也具有积极意义。据
悉，下一步，“戏曲进校园”活动将增
添“九个一”活动内容，包括遴选一
批戏曲经典曲目、推荐一批戏曲名
家进校园、开设一批戏曲课堂、组织
一批戏曲兴趣小组、观看一场戏曲
演出、创排一批优秀戏曲作品、举行
一次校园戏曲展演、组织一次教师
专题培训、开设一档宣传专栏。通
过系列活动，让“戏曲进校园”活动
与学校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深度融
合，并打造成为普及戏曲文化、推进
戏曲教育的有效载体，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满足青少
年精神文化需求的精神家园。

2021年“戏曲进校园”活动
在沈阳启动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为
传承民族音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阜新东蒙短调民歌、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的
传承人日前走进沈阳市沈河区朝阳
一校，参加传统音乐类非遗项目传
承教学活动。

在教学交流过程中，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韩梅介绍了短调民歌的
特点，并用蒙汉双语现场教唱歌曲

《天边的风》。马头琴音乐传承人向
师生介绍了乐器构造，并演奏经典
曲目《赞歌》。师生在传承人的指导
下，一起演唱蒙古族歌曲《银杯》《鸿
雁》，还学习表演了蒙古族歌舞《梦

中的额吉》、舞蹈《寂静的天空》、筷
子舞《酒歌》，演奏了器乐合奏《草原
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节目，让学生
感受到独具特色的蒙古族音乐的魅
力，激发了师生学习优秀民族音乐
的热情。

此次非遗进校园活动将民族音
乐引入课堂，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和校园基础音乐教育深度融合，将
非遗知识在音乐课堂中渗透，成为
基础教育课题研究理论成果的延
伸体现，是近几年非遗进校园活
动向纵深方向拓展的实践探索，也
是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基
础教育领域传承发展的深耕细作。

传统音乐类非遗项目
传承教学活动走进小学校园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爱拼大连”大连市少年儿童书画大
赛日前举办。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市
少年儿童报送的参赛作品3242幅。

大连市少年儿童书画大赛自
2014年开始举办，绘画作品涵盖油
画、国画、水粉画、版画、蜡笔画、铅
笔画、剪贴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书
法作品包括篆书、隶书、行书、楷
书、草书等多种书写体。经过 7 年
的发展，少儿书画大赛已经成为大
连市具有影响力的少儿书画公益
赛事。

此次大赛，评委一致把绘画作
品的创造力和表现力作为评判标
准，鼓励少年儿童通过真实、独立、
多样、创造性的形式表达个人感
受；少儿书法要求继承传统、师古
不泥，通过对传统法帖的不断学习
积累达到更高境界。

评审结束后，评委们对此次大
赛的作品进行了点评。经过专家
评委公开、公正、严谨的评审，书法、
绘画6个年龄组别各评选出一等奖
3名、二等奖 6名、三等奖 10名以及
优秀奖15名。

大连举办
“爱拼大连”少儿书画大赛

为了让馆藏档案资源产生更大
的影响力，省档案馆适应多元化、分
众化、碎片化的传播趋势，充分利用
新媒体拓宽传播范围。该馆制作的

“红色记忆——档案中的辽宁党史
人物”系列短视频，正在“学习强国”
等新媒体上推送。同时，在省档案
馆网站、辽宁档案微信公众号上开
辟“庆祝建党百年——挖掘档案资
源，讲述党史故事”专栏，赋予了档
案鲜活深刻的时代内涵。

省档案馆整理《中国人民志愿
军特等功及英雄、模范名册》中唯一
一名辽宁籍烈士鲍清芳的材料时，
先后到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采集素材，
并赴营口鲍清芳的故乡寻访其家
属，在对鲍清芳烈士事迹进行详尽
收集基础上，制作完成《抗美援朝中
的战斗英雄鲍清芳》短视频。该视

频在“追寻烈士足迹”短视频网上征
集展示活动中，被评为优秀作品。

同时，省档案馆准备的《陈治国——
英雄的名字传遍上甘岭战场》和《赵
宝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战之
王》等也参与了此次“追寻烈士足
迹”活动，现场拍成微视频上传到网
络短视频平台。各短视频平台视频

总播放量突破10亿次，微博话题“追
寻烈士足迹”阅读数达3.6亿次。

抢救和保护革命历史记忆，致力
留存即将消失的“声音”，省档案馆完
成了84位抗美援朝老战士口述历史
资料采集工作，构建起这段历史的社
会群体记忆。同时在辽宁档案微信
公众号推出“口述·抗美援朝”短视
频，用档案背后的故事留存历史。

省档案馆拍摄的“抗日民族英
雄杨靖宇档案”短视频，在全国 5 万
件参评作品中入选国家“新中国 70
年镇馆之宝”。省档案馆副馆长里
蓉说，这些红色档案背后的党史故
事成为我们赓续红色血脉的基因，
红色故事因为有档案的支撑，翔实
可信、不容置疑；因为有档案的细
节，所以直抵人心，动人心魄；因为
有档案的底色，所以历久弥新，代代
相传。

制作短视频拓展传播范围

“中华儿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意志昂扬，华夏子孙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威武豪迈，我们走在大路上，辽
宁人民意气风发，豪情满怀……”

3月31日，由辽宁省文化演艺集
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主
办，辽宁省文化馆（辽宁省青年宫）
承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全省优秀群众文艺精品节目展演”在
沈阳市辽中区文化馆剧场拉开帷
幕。演出由序幕《迎春飞舞》和《幸福
赞歌》《大爱无疆》《脱贫攻坚》《国富
民强》4个篇章以及尾声《山歌献给亲
爱的党》组成，包括歌曲、舞蹈、戏剧、
曲艺等多种形式，共 14个剧（节）目，
其中有诗朗诵《驰援》、舞蹈《白衣脊
梁》、歌舞《飞过蓝天的云朵》《我要你
平安归来》和相声《辽宁猜想》、戏曲

《梨花颂》、器乐《快乐乡村》等。演出
内容表达了辽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赞颂，展示了辽宁人民积极进取、勇
于担当的精神风貌。

本场展演由我省群众文化战线

的业务骨干、文艺爱好者以及文化志
愿者 200 余人组成的演出阵容出演。
辽中区的医护人员、环卫工人等各行
各业先进人物代表和观众近千人观
看了演出。

现场情绪激昂，一个个精彩的节

目感染着观众……
惠民、共享、同乐，是本次展演的

最大亮点。台上一个个精彩节目轮
番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年届八
旬的王姓老人，平时很少看演出，这
次是沈阳市辽中区文化馆剧场建成

后，他第一次看现场演出。他说：“每
个节目都非常精彩，我打心底里高兴
啊！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文
化生活丰富了，这高兴劲儿就别提
了。”本次展演的导演高媛说，在这里
演出，我们感受到了群众的热情，希
望能通过这些节目将快乐传递给观
众，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看到观众
脸上挂满笑容，觉得演出是十分有意
义的。

谈到整场演出，辽宁省文化馆
（辽宁省青年宫）副馆长李红梅说，
群众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举办文艺演出是辽宁省文化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要内
容之一，这场演出正式拉开了辽宁群
众文化系列展演活动的序幕，从 4月
份开始，我馆将陆续推出多种形式的
系列主题展演展示活动。比如红色文
艺轻骑兵下基层演出、十省（市）百名
群文人歌颂党线上活动、百馆千站万
村培训工程、辽宁省群众文艺原创
季、全省群众美术书法摄影展、“爱
祖国、颂党情”少儿专场演出等。

全省优秀群众文艺精品节目展演启幕

以多彩节目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颂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沈
阳交响乐团“沈水之夜”交响音乐会

（2021音乐季第二场）将于4月17日
举办。音乐会将演奏贝多芬《费德里
奥》序曲作品 72 号、科恩戈尔德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 、斯克
里亚宾《C小调第二交响曲》作品 29。

贝多芬《费德里奥》序曲作品
72号选自贝多芬创作的歌剧《费德
里奥》。《费德里奥》是贝多芬创作的
唯一一部歌剧，整个创作跨越了 10
年时间，被誉为“拯救歌剧”的典
范。科恩戈尔德的《D 大调小提琴

协奏曲》作品35是他创作的唯一一
部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的主要音乐
素材来自科恩戈尔德为华纳兄弟公
司电影所创作的四部电影配乐。斯克
里亚宾《C 小调第二交响曲》作品 29，
带有施特劳斯、柴科夫斯基与瓦格纳
的回声以及斯克里亚宾的个人风格。

本场演出由旅美青年指挥家卞
思聪担任指挥。据悉，沈阳交响乐
团 2021（第七届）音乐季曲目安排
已确定，按计划安排 11 场音乐会，
邀请国内外16位艺术家加盟，其中
指挥家8人、演奏家8人。

“沈水之夜”交响音乐会将上演

省档案馆发掘馆藏资源

用红色档案讲好党史故事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辽宁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解
放战争时期，身处辽沈战役主战场
的辽宁人民用小推车支援人民子弟
兵；抗美援朝时期，辽宁人民积极支
援前线……这些都真真切切地记录
在红色档案中。

通过挖掘馆藏红色档案资源，省
档案馆先后推出“辽沈战役暨辽宁解
放档案文献展”和“致敬！最可爱的
人”展览。前者是从20余万卷革命历
史档案中，精选出档案文献、历史图
片、视频资料600余份，其中包括来自
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些珍贵档案史
料。真实还原再现了辽沈战役场景及
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感人画面。后者
依托馆藏档案资源，精心挑选出包括
来自中央档案馆、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有限公司的档案文献、历史图片、视
频资料等 450 余份，其中 70 余件珍贵
档案史料为首次向社会公布，这些档
案，内容全面、细节丰富、内涵深刻，是
峥嵘岁月的真实历史记录。当下正在
筹备的“抗日先锋 民族脊梁——中
国共产党领导辽宁人民抗日斗争档案
文献展览”，将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东
北人民14年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抗
战历程。

除利用馆藏资源举办展览，省档
案馆还深耕细作，编辑出版《红色记
忆——中共满洲省委档案文献图集》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英模谱》等图
书资料。《红色记忆——中共满洲省委
档案文献图集》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原
始档案，重现了中共满洲省委在党中
央领导下的革命活动，共辑入档案图
片 366 张，首次对中共满洲省委档案
进行解密，有75件馆藏档案为首次公
布，42件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经中央
档案馆授权由省档案馆首次公布。《解
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英模谱》是从馆
藏档案史料中，选取在东北解放战争
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事迹编辑而成，
档案史料翔实而生动。

挖掘馆藏资源
办展出书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第
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开始征
集参评作品，辽宁省作协为辽宁参
评作品的推荐单位，现面向社会征
集参评作品。

此次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
体裁、门类包括：小说、诗歌（含散文
诗）、童话、寓言、散文、报告文学（含
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科幻文学、幼
儿文学。为鼓励文学新人，设青年
作者短篇佳作奖。按要求，参评作

品应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
月 31 日期间，首次公开出版和发
表，符合评选体裁、门类要求的儿童
文学作品。各体裁、门类作品均以
单行本参评，须具有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
的儿童文学作品，以汉文译本参评。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参评作品，为公
开发表的各体裁、门类的儿童文学短
篇作品，字数不超过1万字。参评作
品推荐截止时间为5月10日。

省作协征集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作品

小学生观看馆藏红色档案文献展。

用馆藏资源编写的《红色记忆》。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