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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11 月 12 日，沈阳今冬第一场
大雪漫天飞舞。13 时 30 分，在沈
阳劳动模范纪念馆里，“弘扬劳模
精神·赞颂英雄城市——劳模精神
与沈阳”主题展览暨沉浸式观展活
动火热进行。

“你们想过没有，‘工人’这两个
字摞在一起，念啥？”“天，咱们工人阶
级就是要把这个天给顶起来！”在一
楼展厅，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在车
床前工作的铜像旁，一场情景剧正
在上演。身穿工作服、手戴线手套
的 5 名表演者的精彩对白，再现了

“马恒昌小组”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
赛的历史瞬间，生动新颖的演出形
式，让在场观众热血沸腾、备受鼓舞。

这是一场特别的展览，不光有
图片、有文物，看展的过程中，一转
身就能“遇见”70年前的老劳模。

“马恒昌是辽阳人，沈阳第五
机器厂车工一组组长。在支援全
国解放战争中，马恒昌带领所在小
组日夜奋战，提前完成了一批批军
工生产任务。”随着讲解员的讲解，
70多年前的往事浮现在观众眼前：
在工厂开展的红五月劳动竞赛中，

“马恒昌小组”连续大干 37 天没出
一个废品，还创造了班组民主管理
新模式。1950年，“马恒昌小组”被
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小组。

“沉浸式”是近年来的高频词，
此次主题展就被赋予这样的特色：

除传统展陈之外，还加入演员情景
演出、评书表演、朗诵歌唱、短视频
等多种形式，观众仿佛穿越时空，
和这些平凡英雄“面对面”对话。

继续往前走，在新中国第一位
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的展位上，展示
着一列高大的火车头，随着师傅的
呼唤，英姿飒爽的“田桂英”从车窗
里探出头来。“由你担任司机长的
三八号机车组，明天就要出发了。
今天我们再从头到尾检查一遍。”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
能做到的，女同志照样做得到！”

“田桂英”的回答，顽皮中透着坚

韧。鲜活有趣的表演，让观众看得
饶有兴趣：“这种情景演出让人印
象深刻，感染力强！”

楼上展厅那边，醒木一拍，一
场评书开讲了：“有这么一天，这吴
师傅低着个脑袋、皱着眉头，一看
就是有心事……”身穿长衫的评书
演员绘声绘色地讲起职工技协发
起人吴家柱等人的故事：1961 年，
面对国家出现的暂时困难，沈阳气
体压缩机厂工程师吴家柱会同沈
阳拖拉机厂技术员林海丰、沈阳高
压开关厂技术员吴大有，率先发起
了群众性技术交流协作活动，推广

革新项目60多个，吴家柱的家也成
了技协活动的小会场。此后，职工
技术协作活动如星星之火，从沈阳
燃遍全国。

沈阳市总工会宣教部蒋阳说，
这次展览介绍了117位劳动模范和
2 个先进集体的先进事迹，尤其是
重点介绍了马恒昌、尉凤英、顾诵
芬、罗阳、洪家光等 16 位代表沈阳
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全国劳动模
范，用演员情景演出、评书表演、朗
诵歌唱、短视频等不同形式，营造沉
浸式观展体验，诠释沈阳劳模主人
翁的意识、勇立潮头的奋斗精神。

尤其是展览改变了以往那种我讲你
听的传统方式，给观众带来全方位
体验，这样的“体验模式”比以往的

“观看模式”更注重观众的感受，尤
其是增加的互动性、趣味性环节，能
让史料讲解变得更为生动。观众看
到的不再是一座座冰冷的雕像，劳
模形象瞬间立体鲜活起来。

表演间隙，坐在火车头旁休息
的田桂英的扮演者奕彤告诉记者，

“很荣幸也很光荣，能扮演新中国
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可以有机会深
入了解田桂英，并且我还有个新发
现：92岁的田桂英是我妈同学的妈
妈，她是我身边人中的女性楷模，
能参加这次演出，也将是我人生中
最有意义的事情。”

一边忙着安排演员们下一场
表演，导演朱旭一边见缝插针给记
者介绍：“从今年 3 月至今，从策划
到编排、展演，我们邀请了不同领
域的代表来观看并征求意见，反复
打磨表演内容，修改了近 20 个版
本，才呈现出现在的样子。预计此
次主题展持续到12月底，希望通过
一场场情景演出，一次次生动讲
述，将劳模们的英雄事迹传递给观
众，成为大家的‘加油站’。”

观展结束，观众们交流着内心
感受，撑起雨伞，陆续踏上归途，但
走在风雪中，心中充满了感动、力
量和勇气。

看展，转身“遇见”70年前老劳模
本报记者 商 越

日前，《星河一叶》《诗与真》《谷魂》《我是
医生》《袁隆平》《钱学森》6 部国产科学家主
题电影在中国科技馆 4D 影院免费展映，同
时，《科学偶像》系列动画微电影也以映前秀
的形式与观众见面。这些电影将镜头对准科
学家经历中的动人故事，使科学精神和科学
家精神通过银幕绽放光彩。

对科学家主题的文艺作品一直有兴趣，总
能回想起改革开放之初那个“科学的春天”里一
系列与科学有关的文艺作品带来的感动：徐迟
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纸风行，以
至于当时的小学生作文《我的理想》，十之七八
写的都是要当科学家；电影《人到中年》里那位
把一生都献给患者的眼科医生陆文婷，积劳成
疾，临终前听丈夫吟诵：“我愿意是急流，只要我
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
游去。”还有20世纪90年代一部不太为人所熟
知的电影《超导》，也挺有趣，特别推荐给大家。

一直觉得反映科学家生活的文艺作品不
好写，难度在于每一个科学领域本身就是有
门槛的，尤其是那些处于科技前沿领域和学
术顶端的大科学家，只有花大力气将深奥的
理论和技术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才
会真正弄懂这些科研项目和科学事业的艰辛
和意义。上述提到的3个作品，虽然是精品，
但仍有不足：《哥德巴赫猜想》和《人到中年》，
就刻意回避了专业性，把更多的力气花在反
映科学工作者的生活艰苦和意志品质的坚韧
上，固然感人，但感觉他们与一般的英模人物
差不多，没有充分反映出科学工作的特殊
性。而《超导》之所以“小众”，正是因为它过
于专业，不太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这一次在中国科技馆展映的 6 部影片，
也在网上找到了大部分，看了之后，感觉这个
领域的影视创作有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是打破了文艺作品中科学家的固有
形象。影视作品里一旦出现科技工作者，多
半是木讷的书呆子，想要另类一点的就着力
于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另类有了，地气接不
上了。这几部影片的主人公，更像我平时在
生活中见到的科学家的样子，有着普通人的
喜怒哀乐，同时又充满博学多思的书卷气。

其次是纪录电影的品质有所提升。这6部
影片中，《星河一叶》《诗与真》都是纪录电影，在写
实的同时，又营造出一个非常具有美感和艺术想
象空间的气氛，同时完成这两件事，非常难得。

最后就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面讨论过
的深入与浅出的矛盾。比如《星河一叶》，讲述
的是天文学家叶叔华的故事，她从事的“时间
工作”和“甚长基线干涉技术”研究，对我们来
说是比较陌生的，但影片里讲得具体又通俗。

与此同时，还能得出一个结论：科学家主
题的高品质影片能够“批量”出现，与国家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公众
科学素养的普遍提升密切相关。因为有了对
科学家精神的深入理解，因为有了更多的科
学知识作为基础，创作者和受众才能在更高
维度上形成共鸣并且互相激发。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日前看到一则消息：中
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7部委联合发布首批

“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名单，我省的沈飞航
空博览园·罗阳纪念馆、航空工业沈阳所顾诵芬
图书馆、鞍钢重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重机厂史馆
等7家基地入选。如果被影视作品中的科学家形
象打动了，或者这些作品看得不过瘾，还可以去
实地体验一下，一定会有更多惊喜。

从科学家的经历中
汲取精神力量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日前，辽宁
省图书馆从《凝固的历史瞬间》《抗美援朝珍
藏图片集》等馆藏精品图册中挑选一批珍贵
图片，线上举办“图忆峥嵘岁月，致敬抗美援
朝英雄”主题展览。

此次展览所选用的近300幅图片资料选
自 2000 多幅历史图片，其中有 2/3 在国内未
曾发表过，在编辑结构上，既照顾到历史发展
的总线索，又摆脱了面面俱到的叙述。

“图忆峥嵘岁月”主题展
上线

身穿长衫的评书演员绘声绘色地讲述职工技协发起人吴
家柱等人的故事。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孙海涛摄

演员们用情景表演形式再现“马恒昌小组”开展劳
动竞赛的场面。

辽宁童话讲到了全世界

《小山羊走过田野》记录了作
者童年时与心爱的小山羊相处的
点点滴滴。男孩“我”在东北的田
野上，与一只小山羊看夕阳、追彩
虹、在草垛旁打滚儿、拜访山林中
的各种小动物……情感朴素而真挚。

儿童小说《一年级的小豌豆》
《一年级的小蜜瓜》分别描写了一
个名叫小豌豆的6岁女孩和一个名
叫小蜜瓜的 6 岁男孩，从刚刚迈入
校门到一年级结束这一年来的成
长和生活故事。

近日，这只充满灵性、高贵而
善良的“小山羊”从中国东北的田
野来到德国，以英文版亮相第74届
法兰克福书展，并入选慕尼黑国际
青少年图书馆“白乌鸦”书目。而
古灵精怪的“小豌豆”、天真乖巧的

“小蜜瓜”则结伴来到迪拜，以阿拉
伯文版参加阿联酋第 31 届阿布扎
比国际书展，被穆罕默德·本·拉希
德·马克图姆图书馆收藏。

其实，“小山羊”已走到很多的
地方，它的意大利文版入选“2022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阿拉伯
文版入选“2022 当代作品翻译工
程”等国家项目，波斯文版已由伊
朗尼吉亚出版社出版，阿拉伯文版
已授权黎巴嫩数字未来出版社，韩文
版也已授权韩国书与互联出版社。

近年来，我省儿童文学作品经
常参加国际书展，《形影不离》《九
月的冰河》《拇指班长》《成长不烦
恼》等作品已被译为英、法、意等十
余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受
到同行和市场的双重认可。

意大利翻译家雅各布感叹，在
海外举办的国际童书展上，薛涛的
作品总会吸引许多少儿读者阅
读。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
化特色，还带有鲜明的东北地域特
色，并且直面儿童在成长中共同面
对的问题，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和冒险
精神，也蕴含着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温暖
的人文关怀，受到各国小读者的喜爱。

省作协主席滕贞甫说，儿童文
学作家一直是文学辽军的骨干力
量，是省作协新时代群峰耸峙计划
中的重要一极。我省有一大批活跃
在文坛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每次
中国作协举办儿童文学奖项评选，
我省作家都有所斩获。薛涛的作品
已经走出国门，被译介到许多国家，
受到读者喜爱并荣获相应奖项，这
对我省儿童文学作家是一个极大的

鼓励。相信在薛涛的带动下，我省
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会“走出
去”，用不同的国际语言讲述属于东
北、属于中国的儿童故事。

纯净故事适合全球小读者

我省儿童文学作品正阔步走
出国门，以文学的方式讲好中国故
事。儿童文学评论家王宁认为，这
是几代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励精图
治的结晶。辽宁儿童文学从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萌芽期到上世纪
80年代的蓬勃生长期，及上世纪90
年代以“小虎队”作家群体为代表
而享誉文坛的辉煌期，直至新世纪
以来进入沉潜与积累的深刻调整
期，成功地孕育了一代代作家群
体，并在实践中形成自我风格，致

力于对新的儿童文学美学标准的探
索与开拓。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省儿
童文学作家车培晶的《墨槐》《神秘
的猎人》《白狗》，常星儿的《红鹿》

《一个普通孩子的一九七一年》《两
个孩子和一只鹰》，刘东的《鸟儿在
天上》等作品被译介到日本。1999
年，常星儿的《多雪的冬天》改编成
精美的卡通书由日本石风出版社
出版，这是我省第一部进入日本读
者视野的单本发行少儿读物。

近年来，我省儿童文学作家持
续发力，创作态势生机勃勃，作家
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新的
视角、新的表现手法，以全新的艺
术形式体现出他们对少年儿童心
灵世界的真诚关注。王宁说，我省
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走出去”，就

在于其挖掘童年精神的内涵深度
与国际水准接轨，童书的意义决不
仅仅是出版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其价值还在于传递故事背后的深
刻内涵，作家通过对世界和人性的
独到诠释引发海内外儿童受众的
共鸣。特别是这些优秀的儿童文
学作品运用典型的传统文化元素，
讲述中国故事，激发了国外受众的
热情。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
当年曾做过薛涛《泡泡儿去旅行》
一书的终审。他认为，中外儿童
文学作品具备几个基本功能，一
是想象力的开发，二是道德的培
育，三是审美力的培养。“第三点
大部分儿童文学作品都难以做
到，但薛涛可以，他的作品是可以
让孩子们强身健体的‘营养餐’。”
臧永清说。

臧永清以薛涛《九月的冰河》
为例分析说，作品从容的语言叙
述，对东北山村自然景观的细腻描
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剔除
了复杂文化背景的简单纯净的故
事——两个男孩和一条小狗的故
事，适合全球的小读者阅读。

采访中，薛涛表示，希望作品
能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通过精
彩的故事和正确的世界观去打破
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界限，把一个个
好故事带给世界，让各国读者都了
解到中国人的心灵和作家本人对
世界的体悟。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温暖
更多孩子的童年，并成为一座文化
桥梁，联结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孩子
们，破解童年的秘密，共享成长的
欢乐。”80后作家商晓娜说。

辽宁“小山羊”走进法兰克福书展
我省多部儿童文学作品在国外出版发行广受好评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核心
提示

我省儿童文学作品“走出去”
成绩喜人。近年来，多部儿童文学
作品参加国际书展，并被译为英、
法、意等十余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

版发行，受到同行和市场的双重认可。由童
书领域国际知名专家从每年出版的众多儿
童文学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德国慕尼黑国际
青少年图书馆“白乌鸦”书目，今年收录了来
自50多个国家的200种优质书籍，我省儿
童文学作家薛涛的童话新作《小山羊走过田
野》入选。另外，我省青年作家商晓娜的童
话作品《一年级的小豌豆》等图书最近也安
家阿联酋迪拜的一家图书馆。

在海外出版的《小山羊走过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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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受北京成方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
公司聘请我公司开展对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资产锦州市恒隆
实业有限公司项目的管理和处置工作，债权本金余额5235.00万元，截
至 2022 年 11 月 10 日，利息合计 2038.15 万元，债权总额 7273.15 万元
（利息计算以司法认定为准），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抵押物为周
铁钢、郝而精名下位于锦州市凌河区重庆路的三处商业房产合计
5678.79平方米及对应土地使用权；保证人为锦州金桥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债务人持有的锦州银行700万股股权作为反担保措施）、锦州市食
锦香小菜有限公司、周铁钢、郝而精。该债权未诉讼。

该项目抵押房产位于锦州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价值较高，位置
较好，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
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债务重组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
债务企业管理层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11月15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锦州市恒隆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鼎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受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委托，定
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10:00 在大连市西
岗区黄河街 82 号银寰花园 F 座 1 单元 803 室
对大连财神岛集团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进行公
开拍卖。

截至处置基准日 2022 年 7 月 31 日，债权
总额为 11527.38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8537.15
万元，划转利息2657.03万元，孳生利息310.68
万元，接收代垫诉讼费22.52万元。

展示时间：2022年11月15日至2022年11
月17日

展示地点：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街82号银
寰花园F座1单元803室（查阅相关资料）。

联系电话：0411-83790288，13998628863，
徐先生；委托方电话：024-22518953。

1.请有意竞买者及优先购买权人于2022
年11月21日16：00前持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到场

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交付保证金（若以
票据支付的须在2022年11月21日16：00前到
我公司账户）。

2.竞买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
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本次拍卖标的债
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其他依
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
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鼎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