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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四条决定、四渡赤水
战役前敌我态势图、青杠坡战斗遗址、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要图、中央红军
扎西整编后序列表等图片，把惊心动
魄的四渡赤水战役全面展示在观众眼
前，让大家感受到伟大的长征精神。

由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四渡赤
水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四渡赤水 出
奇制胜”展正在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
展出。本次展览包括“从战略转移挺
进赤水河”“一渡赤水摆脱被动”“二
渡赤水避实击虚”“三渡赤水调敌西
进”“四渡赤水跳出合围”五部分，共
108 块展板、200 余张图表，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生动地展现红军四渡赤水
的光辉历史，突出展示毛泽东等老一
辈革命家、军事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
术，表现伟大的长征精神。

走进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似乎
重走了一次长征路，沿着革命先烈走
过的足迹，重温“红军渡”、大渡河峡谷
等路线，真切感受“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

在展厅，记者看到了展览前言。
前言是这样写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指挥
中央红军3万余人，采取高度机动的运
动战方针，在3个多月时间里，纵横驰
骋于川滇黔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重
兵之间，积极寻找战机，四渡赤水河，巧
渡金沙江，转战数千里，进行大小战
役战斗40余次，有效地调动和歼灭了
敌人，摆脱了国民党 40万大军的“围
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
定意义的胜利。

四渡赤水是红军长征中最惊心
动魄、最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是红
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的光辉典范。

观众在“从战略转移挺进赤水
河”中，从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的

四条决定、四渡赤水战役前敌我态势
图、朱德电令、中革军委电令等图文
上，可以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后，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在极其
危急的情况下，于贵州召开了著名的
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
地位，同时确定由遵义北进，预定夺
取土城、赤水县城，相继从泸州、宜宾
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在“一渡赤水摆脱被动”中，土
城、青杠坡战斗遗址、中央红军一渡
赤水河要图、浑溪口渡口、朱德关于
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叙永县城、
大河滩会议会址、中央红军扎西整编
后序列表等图片，讲述了中央红军从
遵义地区北进途中，如何受到国民党
军队重兵堵截，由于敌情的不断变
化，毛泽东等领导人果断决定，红军
改变计划，分三路于1935年1月29日
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域。

在“二渡赤水避实击虚”中，讲
述了红军在扎西地域集结时，国民
党川军、滇军蜂拥而至。中共中央、
中革军委决定悄然挥师东进，转入
敌力量薄弱的黔北。红军迅速东渡
赤水河，攻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
灭和击溃了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
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而在

“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和“四渡赤水
跳出合围”中，我们看到大渡河、泸定
桥、雪山、草地，红军来到黔北后，抓
住战机于五日之内，取桐梓克娄山再
占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
胜利。

1935年3月12日，在遵义县枫香
镇苟坝，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
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
权指挥军事，这是在当时的战争环境
中，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
东同志在这时进入三人军事小组，真

正掌握了军事领导权。遵义大捷之
后，红军向茅台前进，在茅台地区大
造声势，第三次渡过了赤水河。

三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摆脱了敌
军的追堵拦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
有决定意义的胜利。80多年前，红军
爬雪山、过草地，二万五千里漫漫征程；
80多年后，在“四渡赤水 出奇制胜”展
上，用心感受这一伟大壮举！

谈到此次展览，沈阳新乐遗址
博物馆馆长曾阳说，四渡赤水战役
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
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我军战争
史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
例，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
谱写而成的。战火硝烟的岁月已经
远去，为中国革命伟大事业鞠躬尽瘁、
流血牺牲的先烈们我们一个也不会忘
记，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激励我们
勇往直前。

“四渡赤水 出奇制胜”展在沈举办

展现烽火岁月 重温长征精神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由沈
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辽宁中影北
方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市
电影公司等联合主办的“百年光影·
红色传承”电影观后感征文比赛颁
奖仪式日前在沈阳中影国际影城百
联店举行。

据了解，电影观后感征文活动
持续两个月，收到来稿 300 余篇。
参与学生众多是本次征文的一大特
点，既有大学生，也有高中生、初中
生，还有小学生。经过初评，评选出
21篇优秀作品，又经专家评委的复
审，最终评出16篇一、二、三等奖征

文获奖作品及作者，赵文珠等10名
作者获得优秀奖，勋望小学等 4 家
单位获得本次征文优秀组织奖，勋
望小学教师卞宁和沈阳师范大学戏
剧影视学院教师尹敬红获得优秀教
师指导奖。

此次征文活动，既培养了广大
市民的观影习惯和观影热情，又引
导大家对年初以来上映的优秀影片
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尤其是对《悬崖
之上》《1921》《中国医生》《守岛人》

《革命者》等几部主题鲜明、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主旋律电影进行了
理性的分析感悟。

“百年光影·红色传承”
电影征文比赛揭晓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省
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召开戏曲文化
体验大课堂《三打白骨精》专家研讨
会，此前该院邀请戏曲专家及部分
学校代表，参加了在沈阳文萃小学
举办的戏曲动漫进校园体验大课堂
活动。

本次大课堂活动首先播放了该
院最新制作并编排的戏曲动漫进校
园示范课《三打白骨精》，然后由戏
曲老师为学生们讲解戏曲知识，做
示范表演，随后邀请学生学习、体验
戏曲表演动作。体验大课堂结束之
后，召开专家研讨会。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介绍了开展戏曲动漫进校园

5 年来的总体情况。与会专家认
为，戏曲动漫进校园体验大课堂是
戏曲进校园行之有效的途径和形
式，专家对戏曲动漫《三打白骨精》
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建议。比如，
可以在课堂上增加戏曲老师演唱和
身段的展示环节；细化并丰富戏曲
动漫片的内容；加强台上台下师生
的互动以及加大活动在乡村小学的
推广力度等。

参与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戏曲动
漫进校园活动的戏曲老师和工作人
员表示，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认
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戏曲动漫
进校园活动。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举办
戏曲文化体验大课堂研讨会

11月 15日，省图书馆举办的“童
筑辽宁·阅享未来”辽宁省第四届少
年儿童读后感征集评选活动结束。
此项活动自 2017 年举办以来，从最
初的 100 余人参加到今年 500 多人
参加，不断提升了小读者阅读和写
作能力，激发了他们以阅读为起点
的写作热情。

省图书馆少儿服务中心主任侯
小云说，今年是建党百年，本届“童
筑辽宁·阅享未来”少年儿童读后感
作品征集活动，以“童阅百年党史，
辽阔红色未来”为主题，阅读百年历
程中丰富、感人的故事，汲取成长力
量，传承红色精神，深植红色基因。
省图书馆首先向辽宁省青少年读者
推荐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目，如《毛
泽东》《写给青少年的党史》《邱少
云》《正气歌——革命先烈的家风故
事》等。

此次活动中，孩子们用心用情
书写读后感，康平县悦明小学王一
如写的《〈邱少云〉读后感》、铁岭市
第十八小学王菥宸写的《读〈写给青
少年的党史〉》、康平县向阳小学娄
若熙写的《〈革命先烈的家风事〉有
感》等，都写出孩子们对英雄的敬畏
之心、崇拜之情。省图书馆还评出
了“以文抒情之星”“以文言志之星”

“以文洞见之星”，以此对孩子们予

以鼓励。
“童阅乌托邦”少儿公益阅读推

广活动是省图书馆品牌活动之一，
2017 年省图书馆的“童阅乌托邦”少
儿公益阅读推广品牌，从来自全球
的 65 个申请项目中脱颖而出，被第
14届国际营销奖评委提名为 10个最
富启发性的项目之一，是目前中国
唯一被国际图联国际营销奖提名的
少儿公益阅读项目。

据省图书馆副馆长姚杰介绍，
少儿公益阅读推广活动是省图书馆
面向 3 岁至 8 岁小读者及其家庭推

出的以四维绘本阅读、传统文化体
验、指间创意阅读、儿童戏剧游戏、
玩具总动员、阅读书目推荐、主题展
览及儿童文化集市等多种形式进行
的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这个项目不仅持续向省内少儿
读者及其家庭提供阅读服务，成为
优秀的少儿阅读品牌，而且在省图
书馆这个平台上，在全省范围内示
范推广、走进基层，带动市（县）、区、
图书馆及相关机构进行少儿阅读活
动的建设与发展。截至 2020 年年
底，此项目举办线上线下各类阅读

活动 1117 场，服务读者 38.7 万人次，
促进借阅 245.3 万册次，从“打造品
牌与拓展渠道”角度在全省范围内
起到示范作用、获得多项荣誉。在
防控疫情阶段，少儿阅读推广活动
不曾中断服务，仅 2020 年，依托馆藏
书籍与数字资源、读者社群开展少
儿阅读，适时开展线下活动，将展
览、阅读活动送至部分地市、社区、
学校幼儿园 14 次，进行 207 场次（其
中线上 142 次）阅读活动，服务读者
80.9 万人次，借阅图书 12.5 万册次。
仅 2021 年，“童阅乌托邦”就举办 89
场，惠及小读者超过 4万人次。

“童阅乌托邦”少儿公益阅读推
广活动在国际取得影响与成绩之
后，省图书馆的少儿阅读服务没有
止步。为进一步延续增强活动效
能、拓展服务群的年龄范围、扩大省
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在省内的引领
与带动作用，省图书馆以暑假为时
间契机，联合全省各市县的少儿图
书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包括读后感
作品征集、读书知识竞答、展览及图
书馆奇妙夜等多元丰富的活动在内
的“辽宁省少儿阅读推广季”系列活
动，包括“阅·历 Library”青少年图书
馆研学活动、面向 0 岁至 8 岁家庭的

“芸生”少儿阅读启蒙沙龙活动等，
都办得有声有色。

省图书馆推出多项少儿公益阅读活动

为小读者的阅读提供丰富资源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四渡赤水 出奇制胜”展览现场。

小读者在省图书馆少儿天地体验阅读。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中
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日前联
合发布了“2021全国文化遗产旅游
百强案例”名单，旅顺博物馆申报的
文化旅游项目入选。

“2021 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
案例”经过各省推荐、专家评审后
发布。入选项目在价值阐释、文物
保护利用、旅游品牌营销、游客旅
游体验度、促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
发展、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
族凝聚力等方面具有典型性和创

新性。
旅顺博物馆积极推进文化遗

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将博物馆
资源纳入旅游产业发展，提升文化
旅游品质。

今后，旅顺博物馆将在做好
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利用文物
资源带动旅游产业，将文物展览
等多种形式的博物馆文化惠民措
施融入文物旅游项目和文创产品
的开发中，进一步提升博物馆品
牌影响力。

旅顺博物馆文化旅游项目入选
“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
月 12 日晚，由沈阳工学院创排的
话 剧《谁 偷 走 了 门 的 时 间》在 沈
阳 盛 京 大 剧 院 上 演 。 随 着 这 部
剧 的 落 幕 ，2021 沈 阳 艺 术 节·新
生力量——本土大学生戏剧实验
单元完美收官。

《谁偷走了门的时间》讲述了 6
名贪图享乐的青年，偶然来到未来
某个时空中，他们从沉迷安逸享乐，
到冲破囚禁身心之门束缚后，敢于
直面人生、改变自我、追求人生价值

的故事。
2021沈阳艺术节·新生力量——

本土大学生戏剧实验单元共有 6
部作品，《谁偷走了门的时间》是
其中之一。

在当天举行的闭幕式上，参演
院校的领导和剧目导演纷纷表示，
2021沈阳艺术节·新生力量——本
土大学生戏剧实验单元，为在校大
学生提供了艺术实践平台和专业艺
术表演舞台，使大学生充分展示了
创作和艺术潜力。

话剧《谁偷走了门的时间》上演

本报讯 记者王臻青报道 沈
阳盛京大剧院将于 11 月 20 日上映
在奥地利布雷根茨艺术节演出的歌
剧《卡门》高清电影。

布雷根茨艺术节是欧洲著名
的艺术节之一。新版歌剧《卡门》
在布雷根茨湖面舞台上演出，由卡
斯珀·霍尔滕执导，埃斯· 德夫林

担任舞台设计师。女中音歌唱家
加莱·阿奎兹、男高音歌唱家丹尼
尔·约翰森主演。维也纳交响乐团
的精彩演奏与歌唱家们的演唱珠
联璧合。

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和喜爱的
歌剧之一，乔治·比才的《卡门》在布
雷根茨艺术节上展示了全新的风貌。

高清歌剧电影《卡门》
首次亮相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