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6日，辽宁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省残运会
开幕，以“新突破·向未来”为主题的开幕式展演，既
展现了辽宁深厚的地域文化，也凸显了时代特色和
运动主题。数据显示，开幕式当晚,2600余名观众到

现场观看，人民网、中新网、学习强国、辽宁日报北国客户端等平台
进行了现场直播，全网在线收看人数超过百万人次。参加开幕式
演出的沈阳音乐学院、辽宁芭蕾舞团文艺工作者，用歌声、舞
蹈讲述辽宁故事，更好地传播了辽宁声音、展示了辽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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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环绕四周的山林是绿色的，成
行成垄的玉米苗也是绿色的，盛
夏的大营子村被满眼的绿色包裹
着，风景如画。蓝天白云下，那尊
黑漆漆的“青铜雨”雕塑在绿色、
蓝色和白色三种颜色映衬下，凝
重且庄严。

大营子村地处辽西，是北票市
南八家乡一个普通的小山村，长久
以来，人们对辽西地区的气象概括
为四个字：十年九旱。因为连年少
雨，雨，被辽西人视为珍宝。

“我的家乡在辽西。谁都知
道，那片寂寞而幽远的丘陵地带，
实际上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缺雨
水的地方之一，而唯其如此，雨在
父亲和母亲的心中才那么重。”十
多年前，北票籍作家高海涛写下了
长篇散文《青铜雨》，他在文章中这
样描述辽西的旱。

2016年，根据散文《青铜雨》建
设的同名广场正式在大营子村落
成。对雨的共同期盼和赞颂，让文
字与广场在这片土地上同时落
地。大营子村，这个偏居一隅的

“三燕”王朝旧地，也由此诞生了国
内第一座以雨为主题的广场。

对于辽西曾经的旱，土生土长
的大营子村党支部书记李伟记忆
深刻。因为缺水，小时候，家里的
一盆洗脸水，从小孩洗到大人，变
成了浑浊色，最后还要倒进菜园
子去浇菜。“那时候，山上的树木
要么旱死了，要么被人们砍下来
当柴火，连最耐旱的荆条，都剩不

下。”回忆小时候的苦与穷，李伟直
摇头。

旱，不仅让当地人生活陷入困
顿，还让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如这
片土地一样贫瘠。过去很多年，疲
于糊口的大营子村村民没有休闲
活动，这座 400 多户的村子常年静
寂，听不到欢声笑语。那时候村民

的文化生活，就如青铜雨广场雕塑
上的那双手，向天祈求，充满了无
奈。

“它是从南方来的，也是从远
古来的，不仅那雨丝仿佛是青铜万
缕，从青铜似的天空倾泻而下，而
且还掺进了辽西农民们那难以掩
饰的泪水。”在《青铜雨》里，高海涛
对他曾经见过的一场雨这样描写。

雨水不仅滋养了《青铜雨》的
文字，也滋养了大营子村。几十年
来，因为进行了严格的生态保护，
大营子村的自然生态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不仅植被覆盖越来
越好，每逢春夏，人们曾经翘首苦
盼的雨，早已不再是稀罕物。而
随着自来水全部入户，村民在村中
那口深井旁排队打水的画面一去
不返，一盆清水洗全家的情况也早
已不见。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村
民生火做饭不再用柴火，都用上
了电和液化气。原来当成宝贝的
荆条现在都没人要，山上的荆条
都长这么粗了。”李伟用左右手的
大拇指围拢一个大圆圈，自豪地
比画着。

不仅如此，过去村民想都不敢
想的文化广场，这两年村里一口气
建了 4 座。“吃完饭，大伙在广场上
能扭大秧歌，在器械上锻炼身体，
还能唠嗑，现在俺们的生活和城里
人一个样！”听到李伟和记者的对
话，55 岁的村民谭存林凑了过来，
同样自豪地做着介绍。这位敞着
胸脯的辽西汉子过去习惯了天黑
就睡觉，现在，他更习惯天黑去广
场锻炼身体。

谭存林也有自己的遗憾。好
多年前，每逢天旱，谭存林都会组
织一众村民在空地上虔诚地舞
龙，以求天降甘霖，雨润万物。但
近些年，大营子村连年风调雨顺，
多年丰收，谭存林的那套舞龙装
备早已在自家房里蒙上了一层厚
厚的尘土。

闲不住的谭存林把更多精力
转身投向了村里的秧歌队。唢呐
声声，锣鼓喧天，每晚的青铜雨广
场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说这话
的时候，两位路过的村民远远地冲
着谭存林大声喊话，“今晚还扭
不？”“扭！一直扭到明个早上！”

笑声，响彻整个青铜雨广场。

一篇散文和一个广场：“青铜雨”里听笑语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今年是辽沈
战役胜利 75 周年。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今年启动“为烈士
寻亲”行动，寻找 10 位长眠于锦州烈士陵园
英烈的亲人。

这 10位烈士中，有 8位牺牲于解放战争
中，2 位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的籍
贯多为福建、山东、贵州等地。有关这 10 位
烈士详情，可电话咨询辽沈战役纪念馆。

此前，辽沈战役纪念馆创建了全国首个
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其中
收录了６万余名烈士的信息，他们大都是在
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在白山黑水间的革
命英烈。

昔日战火纷飞、山水相隔，很多烈士家属
只知亲人牺牲，不知其具体信息。今年辽沈
战役纪念馆再次启动“为烈士寻亲”行动，旨
在通过对外公布的烈士信息，邀请社会各界
力量帮助烈士家属找到亲人。

辽沈战役纪念馆启动
“为烈士寻亲”行动

本报讯 记者吴限报道 当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除了电影院、
KTV等热闹的娱乐场所，忙碌了一
天的市民是否还能找到一处安静的
所在，享受一下文化的滋养？首次
开放夜场的辽宁美术馆提供了选
项。那里最近人气爆棚——10天观
众破万。

为营造高品质夜间文化旅游
消费环境，满足观众的观展需求，
辽宁美术馆自 6 月 10 日起实行夏
季夜间延时开放，具体开馆时间为
9时至20时。

19日晚，记者来到辽宁美术馆，
此时夜幕中“丹青历痕·冯远艺术展”
的巨幅海报，在璀璨的灯光映照下，与
熙熙攘攘走进美术馆参观的人群，构
成了一幅极为美妙的文化夜景。

记者注意到，虽然夜幕降临，
美术馆外仍然不时有观众进进出
出。艺术爱好者吴女士说：“没有想
到，晚上也可以到美术馆看展览。
我是上班族，孩子每天放学就挺晚
了，由于美术馆开放夜场并非常态，
所以一知道消息，就带孩子来了，感
受一下艺术的魅力。”她同时表示，

辽宁美术馆附近作为沈阳夜经济消
费打卡地之一，开放夜场之后，不仅
充满了烟火气，更增加了文化味道，
让沈阳的夜晚变得更加有魅力。

“晚上看展的氛围跟白天不太
一样，晚上更安静、更奇妙。辽宁
美术馆此举真是给我们这些艺术
爱好者提供一个绝佳的观展体
验。”王先生在“丹青历痕·冯远艺
术展”前认真端详着每件展品。

“美术馆的晚上是非常特别
的，因为它有着不同于白天的安静
和视觉上的感受。人们看惯了白

天中的美术馆的常态，却很少能够
看到不同于白天的晚上的美术馆
景观，这种特别的体验对于公众来
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辽宁美术
馆副馆长陈鹏告诉记者，美术馆夜
场并非日间模式的时间延续，而是
具有主题互动性的“美术馆奇妙
夜”，绽放别样美丽。

美术馆开放夜场，有助于吸引
更多艺术爱好者走进美术馆，激发
公众参与文化消费的深度、广度和
多样化。来自辽宁美术馆的数据显
示，夜场开放以来，已接待观众上万

人次，夜晚参观美术馆成为很多人
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选择。“我们诚
邀广大观众和美术爱好者带着自己
的家人、朋友走进辽宁美术馆，欣赏
精彩纷呈的艺术盛宴。”陈鹏说。

据悉，下一步，辽宁美术馆将
陆续推出“第二届视觉辽宁——数
字艺术展”“栋梁——一代建筑宗
师梁思成学术成就（文献）展”“绘
时代之意——第二届辽宁油画双
年展暨全国名家邀请展”“美丽辽
宁——风景写生绘画作品展”等大
展。上述展览均有夜场。

辽宁美术馆10天夜场观众破万

传播辽宁地域文化

开幕式文体展演上，带有地域
特色的节目吸引了观众。在《美好
辽宁》中，《海晏河清》描摹辽宁六
大水系密布交错、奔涌入海的雄浑
气魄。《又见金步摇》诉说三燕文
化神秘多姿，映衬民族大交汇、大
融合。而古典舞《散乐图》，则再
现了古壁画中歌舞繁盛的场景，
让 观 众 感到辽金文化的粗犷古
拙。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学生邓
伊晗在《散乐图》中扮演的是一位演
奏筚篥的乐手。她说：“我希望通过
自己的演绎，观众能为辽宁深厚的
历史底蕴点赞。”

红色是刻在辽宁人民骨子里
的基因。辽宁芭蕾舞团演出的《榜
样》深受线上线下观众的欢迎。《榜
样》以《雷锋日记》片段为创作素
材，用舞蹈语言诠释与弘扬雷锋精
神。当印有雷锋头像的雷锋生前

驾驶过的同款汽车缓缓驶入开幕
式场地，现场是一团团、一簇簇、一
片片的红色海洋。抚顺的小学生
们亲手将五角星紧密地贴在了雷
锋叔叔的画像旁，用以诠释雷锋精
神的时代魅力和永恒价值，在新时
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朗诵雷
锋叔叔的名言时，我的心跳得特别
快。”小学生刘展硕说。

老师戈寅菲说，她上小学的时
候，班里有同学参加了当时在抚顺
举办的省七运开幕式演出，她特别
羡慕，27 年之后，她带着她们班的
22名孩子和学校的孩子们参加省十
四运开幕式，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传承辽宁人奋斗精神

“新中国第一桶油、第一吨钢、
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第一艘万吨轮船……辽宁创造出
了 1000 多项全国‘第一’。辽宁是

共和国工业的奠基地，身为辽宁人
我感到自豪。”观众王新深情地说。

在《使命担当》篇章中，《铸就信
仰》讲述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
诞生，凝结着工业长子的赤诚情怀。

《工业华彩》演绎齿轮的拼合
转动和人工智能的活力律动，象征
辽宁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奋进
新征程。

“此时此刻，心海跳动最强的
脉搏；此时此刻，蝴蝶的翅膀辉映

岗山的巍峨……”开幕式上演唱的
这首豪迈、大气的主题会歌《向未
来放歌》仍在人们耳畔响起，给人
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这首歌曲
的词作者是佟俊梅，曲作者是蔡
璐。佟俊梅说，她在抚顺工作了 30
年，她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
河。这里的山山水水激发她的创作
灵感，更给了她豪迈的情怀。

在尾声《全面振兴新突破》中，
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冯志莲与辽

宁籍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魏松倾情
合作，共同演唱了由沈阳音乐学院
老院长秦咏诚作曲、校友张藜作词
的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本次开幕式是一次文体旅融
合的全新尝试，2000余名演职人员
用40多天的辛苦付出，展现了辽宁
高质量发展的喜人成就和厚重的
文化底蕴，展示了全省上下万众一
心、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本届省
运会导演宋飞说。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为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6
月 17 日，由省文化馆主办的“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公益文化惠民演出在省青年
宫剧场举办。

本次演出节目内容充实、内涵丰富、形式
多样、雅俗共赏，既有《映山红》《怀念战友》

《祖国，慈祥的母亲》等镌刻着时代标记的歌
曲，也有唢呐协奏曲《百鸟朝凤》、笛子独奏《扬
鞭催马运粮忙》等传统题材文艺精品；既有经
典的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智斗》，也有小提
琴二重奏《前奏曲》、木管五重奏《唱支山歌给
党听》等室内乐艺术作品。演出在省文化馆群
星合唱团激昂深情、令人振奋的合唱《领航》
中结束，充分展示近年来广大群文工作者不
懈耕耘、守正创新的最新成果。

省文化馆举办
传承红色基因惠民演出

现场 XIANCHANG

省运会开幕式上，辽宁文艺院团奉献精彩演出——

《榜样》《散乐图》以舞讲述辽宁故事
本报记者 杨 竞

青铜雨广场如今已成为北票大营子村村民休闲活动的场所。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6月17日，“回响”
沈阳九歌青年合唱团音乐会在沈阳时代剧场举
行，40多名来自该团的青年演员演唱《从前慢》

《祝福》《往日时光》《锦瑟》《剪窗花》等12首合
唱作品，为观众献上了一台精彩的合唱表演。

自 2018 年 7 月建团至今，沈阳九歌青年
合唱团吸引许多热爱歌唱的青年人，他们在
工作之余积极参与学习、排练，并多次登台演
出。合唱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而且，
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青春之歌”。

演出现场，一曲《在太行山上》唱响，气势
恢宏的演唱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2022年，
该合唱团以《在太行山上》和《忆秦娥·娄山
关》两首合唱作品，一举获得了第十九届中国
艺术节群星奖。

此次演出也是辽宁省合唱协会主办的2023
年合唱音乐季系列活动之一。“我们期待有更多
像沈阳九歌青年合唱团这样的群众文化团体的
出现，为我省群众文化发展注入更多活力。”沈
阳九歌青年合唱团艺术总监孙雷说。

“回响”音乐会
在沈阳时代剧场唱响

开幕式上，沈阳音乐学院表演的古典舞《散乐图》成为一大亮点。 门 莹 摄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6月18日，“水

墨清韵——2023当代中国画家作品联展（大
连站）”在大连中山美术馆开幕，为当地城区
夏季文化惠民活动增添了别样的水墨意境。

本次展览共展出张松、刘健、陈茂叶、杜
华、马新林、王新伦、刘云、谢麟、程恩平、刘
建、王易霓、邹立颖、谌宏微、旷小津、刘杰、孙
维国、祁海峰、王平 18 位名家的中国画作品
约 90 件（组），涵盖人物、山水、花鸟等门类。
这些名家皆是当代中国画创作领域极具影响
力的代表性画家，以精妙的笔墨语言和鲜明
的视觉图式，为时代画像、为河山立传、为人
民讴歌。他们的作品充盈了简约取舍、丰厚叠
加、温润秾丽的书卷气和生活味，融入了他们专
注于中国画写意的艺术创新与时代思考。

据悉，这一展事次第相接，已陆续走过合
肥、厦门、贵阳、长沙、桂林等多地。大连站的
展览将持续至7月2日。

“水墨清韵”画作联展
大连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