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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的丹东，春风拂面，万物
复苏。

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来自四面
八方的人群在参观“从‘新六线’到

‘义东线’”专题展，感受辽宁电力
人不怕牺牲、攻坚克难、忠于职守、
甘于奉献的高尚品质。

本次展览分 7个单元，图文并
茂地展现在抗美援朝时期安东市
电力供应情况、抢修抢建的艰苦过
程以及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

抗美援朝时期，安东是中国人
民志愿军后方保障的重要阵地，要
发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作
用，就必须充分保障安东地区电力
系统的安全畅通。

当时的丹东地区有一条“新六
线”，架设在鸭绿江大桥上，由朝鲜
向安东地区提供电力，自然成为美
军飞机重点轰炸、破坏的目标。

“丹东，振安区同兴镇，安东一

次变电所旧址”，一块带有鲜明历
史痕迹的铭牌格外醒目。国网丹
东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闫相宇说，
这里是我省第二批省级工业遗产，
位列国家电网首批“百年电力”文
化遗产名录。

1950 年 11 月 8 日、9 日，美军
轰炸鸭绿江大桥，“新六线”被炸
断，安东地区全城停电。时值抗美
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后方电力保
障对前方战事产生重要影响，安东
市电业局迅速组成由党员苏发成
率领的抢修队，赶赴鸭绿江大桥和
朝鲜新义州进行抢修作业。

“桥上的大火还在燃烧，电杆
的横梁七扭八歪……”苏发成的儿
子苏宝山向记者讲述，队员在苏发
成率领下，每人携带百斤重的设
备，顶着凛冽的寒风，冒险登上 40
多米高的铁塔和桥上的电杆。突
然，美军飞机呼啸而至，一颗炸弹

就在抢修队员身边爆炸，冰冷的江
水淋透了棉衣，电杆也成了“冰
棍”。抢修人员每向上爬一步，都
得先敲碎上面的冰凌，穿着“冰衣”
的工人就这样连续奋战 10多个小
时，终于顺利完成桥上线路的抢修
任务。

随后，苏发成和工友们顾不上
休息，向位于朝鲜新义州的二号电
塔奔去。然而，他们刚刚登上电
塔，美军的飞机就再次呼啸而来。

“就差 3 米就接上了！我不能下
去，你们赶快隐蔽！”苏发成两脚死
死勾住铁塔，用肩膀扛起引线用力
拖拽，终于将电线连到了电塔上。

但是，电力恢复仅仅 2 个小
时，电线又被美军炸断了……每当
空袭警报解除后，苏发成和工友们
就冲出防空壕进行抢修，就这样，
他们坚持了7个昼夜。

为了分散敌人的攻击目标，保

障志愿军大后方稳定且持续供电，
辽东省委、安东市委和东北电业管
理局果断决定，架设从朝鲜义州到
安东东坎子的“义东线”以保障非
常时期供电。

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张校
瑛解释，“义东线”长18.15公里，以
当时的朝鲜义州城变电所为起点，
经鸭绿江、虎山、九连城进入东坎
子变电所。1950年11月15日，200
多辆大马车、40多辆汽车，以及从
沈阳、鞍山等地抽调来的技术人
员，与安东电业局的电业工人组成
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架线大军，开赴
现场。

在架设“义东线”的战斗中，苏
发成和工友们再次组成“铁军”，奉
命到九连城一带完成线路的架设
工作。面对艰巨的任务，苏发成和
工友们忘我工作，不计得失，手脚
冻麻了，就在地上跑两圈儿；眼睛

熬肿了，就在地上打个盹儿……为
在最短时间架成线路，抢修队往往
是一边测量一边设计，而且能做到
前面挖坑埋杆后面直接登杆架
线。苏发成带领的班组最终提前
1天多完成任务。

1950 年 11 月 22 日，“义东线”
架设完毕，施工完成时间提前 20
小时，正式送电时间提前1小时10
分钟，铸就不怕牺牲、攻坚克难、忠
于职守、甘于奉献的精神。

事实上，苏发成的经历，正是
当时架线队的缩影。他们冒着不
时前来袭扰的敌机，在人力物力和
地理环境复杂的条件下，创造了东
北电力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深刻感
受到辽宁电力人不怕牺牲、攻坚克
难、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的高尚品
质，以此激励我们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必胜信念。”张校瑛说。

抗美援朝纪念馆推出“从‘新六线’到‘义东线’”专题展——

重现电力英雄在枪林弹雨中抢修线路壮举
本报记者 田 勇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辽菜传统烹饪技
艺和琥珀雕刻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沈阳鹿鸣
春饭店有限公司是辽菜传统烹饪技艺保护单
位，辽宁省抚顺琥珀泉艺术品有限公司是琥珀
雕刻技艺保护单位，近日，这两个保护单位入选
文化和旅游部《2023—202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

据悉，抚顺琥珀雕刻因其原料的唯一性、工
艺的独特性、鲜明的地域性、作品的天然性、制
作的灵活性而闻名，是我国利用当地自然资源、
沿用百余年传统纯手工雕刻技艺的一种特殊雕
刻技艺，具有很高的珠宝、文化、艺术、收藏、科
研和药用价值。现建有国家级非遗保护利用设
施——琥珀雕刻博物馆，已接待国内外游客数
万人次。同时，应用琥珀雕刻核心技艺建立了
产品手工生产线，出版了《抚顺琥珀雕刻技艺与
传承》《陈焕升琥珀雕刻技艺》《图说抚顺琥珀》

《琥珀雕刻》等图书。
沈阳鹿鸣春饭店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辽菜传统烹饪技艺保护单位，是辽菜发
祥地和辽沈地区的餐饮代表名店。主要经营精
品辽菜、满汉全席特色宴席、非遗特色美食等。
同时，在创新辽菜上，每个季度根据时令食材研
发新菜品、新套餐，包括原汁鹿鸣养生小炒、翡翠
虾滑、鹿鸣宫廷火锅及各类节日聚会套餐等。

2014年“辽菜”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后，鹿
鸣春大力开展辽菜传统烹饪技艺传承活动，以
代表性传承人刘敬贤为核心建立了“辽菜传习
人”队伍，目前已举办了 12 期辽菜传统烹饪技
艺“辽菜传习店”“辽菜传习人”培训班。经考核
认证，在全省 10 个市已挂牌 50 家“辽菜传习
店”，确认“辽菜传习人”300名。

我省俩单位入选国家级
非遗保护示范基地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4 月 13 日，大连
市长海县文化馆 2024 年第二期剪纸培训班开
课了，当地众多剪纸爱好者跟着长海县高中美
术老师张宗波学习剪纸、刻纸，通过学习长海民
间剪纸非遗项目，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长海县民间剪纸历史悠久，以渔家的日常
生产、生活和海山景观为题材,是具有海洋文化
特色的传统剪纸艺术，具有浓厚的渔家韵味，海
浪、鱼虾、船只等形象是主要创作题材。”长海县
文化馆馆长王兆强介绍。

有 20 多年剪纸教学经验的长海县高中美
术教师张宗波是指导老师，他除讲授长海民间
剪纸、刻纸技艺与历史、长海的历史文化外，还
与学员一起分享剪纸、刻纸过程。

跟着专业老师学剪纸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海搏报道 近日，
2024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委托
立项名单公布，我省2个项目入选。

2024 年文化和旅游部部级社科研究项目
共有47个项目获得委托立项。其中，沈阳师范
大学为责任单位的“东北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
展研究”、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为责任单位的

“公共数字文化融合服务创新机制与实践路径
研究”2个项目入选。

按照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要求，我省入选的
两个项目推荐单位将加强管理，指导各项目组
按时高质量完成课题研究、成果报送和结项等
相关工作。

我省俩项目入选文旅部
“社科研究项目”名单

自去年 3 月我省启动新一轮
红山文化专项调查以来，省考古工
作人员在辽宁大地上发现了愈来
愈多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先民
生活痕迹。统计数据显示，一年
来，我省完成了大凌河中游、细河
流域和辽河干流地区 4900 平方公
里的调查任务，新发现红山文化遗
址129处。

今年，我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
辽宁大学合作组成考古课题组，深
入广袤的田野与丘陵山地，继续对
阜新地区留存的红山文化遗址展开
野外调查。截至目前，在阜新地区
细河中游右岸约3000平方公里范围
内，累计发现红山文化时期遗址42
处。这只是近年来我省红山文化野
外调查不断取得的成果之一。

红山文化考古专项调查是“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
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子项目。
该调查在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
红山文化发掘和研究、复原中国史
前史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并为今
后的系列考古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为阐明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的机
制、道路、特征，文明出现和早期发
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在中华文明起
源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提供信息
支撑。

相较于前些年的红山文化野

外调查，我省启动的新一轮专项调
查亮点颇多。

首先，此轮调查范围更加广
泛。据悉，此轮调查范围越过医巫
闾山拓展至辽河流域，并有新的发
现，打破了传统观念持有的红山文
化东边界止于医巫闾山的观点。

去年，考古人员对沈阳市法库
县境内秀水河流域进行了野外考
古调查，共调查面积 1400 余平方
公里，覆盖12个乡镇110个村。调
查共发现遗址 121处。其中，新石
器时代遗址中具有红山文化元素
的遗址有11处。这11处遗址中包
含红山文化元素且文化层堆积较
好的遗址有6处。2022年11月，考
古人员在一处遗址采集到丰富的
遗物，包括玉斧、玉镞、砍砸器、细
石叶石核、尖状器、刮削器、磨制石
钺、压印“之”字纹陶片、刻划纹等。

其次，此轮调查重点更加突
出。除了沈阳、阜新等地的红山文
化遗址外，我省还在朝阳大凌河中
游地区展开专项调查。

在包括朝阳县北沟门乡、贾家
店国有农场等 7个乡镇，调查面积
达 16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考古
工作者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 339
处，其中新发现的占七成。这些遗
址中有 99 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
其中，有10处为早前发现，其余89

处为此次调查中的首次发现。在
89处新发现遗址中，红山先民居住
生活的聚落址占到八成。

去年是我省红山文化研究取
得丰硕成果的一年。考古工作者
完成了牛河梁、马鞍桥山、刺槐山、
三家东北 4处遗址的发掘工作，在
红山文化早期聚落形态、生产力水
平、祭祀场地建设、聚落形态发展
等方面有了全新认识。持续研究
夯实了红山文化与牛河梁遗址的
历史文化基础，增强了史前文明这
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化厚度。

据悉，我省今年将继续加大红
山文化野外调查和考古发掘力度。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4 月 11 日、12 日
晚，由大连歌舞剧院出品、曾荣获第二届全国优
秀音乐剧展演优秀剧目奖的原创音乐剧《国之
韶华》在新疆石河子市明珠剧院成功演出。该
活动由辽宁援疆八师分指挥部、八师石河子市
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是加强援受两地
优秀文化艺术作品交流互鉴的又一具体实践。

音乐剧《国之韶华》以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师、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曲建武为原
型进行创作，以全新的创编手法，融合美声、民族、
通俗、现代舞等多种艺术表演样式，给现场观众
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感受。大连歌舞剧院院长
雷恒大表示：“为了生动讲述这个有筋骨、有血肉、
有温度的人物故事，我们集结国内一流艺术家组
成主创团队，用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人喜闻乐
见的音乐剧样式，演绎曲建武老师的模范事迹。”

雷恒大介绍，带领近 80 人的团队进疆演
出，在大连歌舞剧院建院史上尚属首次。演出
中，石河子市艺术剧院歌舞话剧团团长张鑫看
得格外认真。他表示，原创音乐剧《国之韶华》
是一部充满时代精神与青春气息的励志作品，
也是以音乐剧形式开展思政教育的成功探索，
为该团目前正在创排的音乐剧《沉默的树》提供
了宝贵的演出经验。

大连歌舞剧院音乐剧
《国之韶华》在新疆演出

去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代表的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这个结
论，进一步奠定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直根系地位。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红山文化调查、考古与研究力度，取得一系列成果。今起，
本报开设“聚焦红山文化”专栏，紧跟我省红山文化考古、研究步伐，及时跟踪报道最新研究成果，持续向外界传播、叫响红山文化。

聚焦红山文化 JU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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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院校合作组成调查组 加大野外调查力度

一年来我省新发现红山文化遗址129处
本报记者 朱忠鹤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

的一支重要史前考古学文化，
它不仅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
重要源头，也是中华文明璀璨
星空中熠熠生辉的那一颗星。
它的分布区覆盖辽宁西部、河
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 3 个区
域。辽宁是红山文化分布的核
心区，也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重
点区域，更是全国发现红山文
化遗址最早的省份。

延伸阅读YANSHEN

4月10日、11日晚，辽宁省第三
届“大河之澜”演出季民乐专场《爱
尚国乐》在辽宁大剧院连演两场，演
出融入了时尚、互动元素，植入剧情
演绎，表演性、观赏性更强，惊喜不
断，现场气氛热烈，掌声如雷。

乐声、掌声、笑声
台上台下互动很“沉浸”

《爱尚国乐》分为“传统与传
承”“民族与世界”两个篇章。《水龙
吟》奏响演出序曲：身着汉服的男
演员执槌擂响立鼓，激昂的乐声铿
锵入耳。紧接着，古筝、笛子、二胡、
琵琶、扬琴等各种民族乐器轮番登
场，展现出民乐丰沛的艺术表现
力。用数字技术打造的舞台背景不
断变换光影画面，展现出多元交融
的视听效果，打破了传统的听觉疆
界，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享受。

音乐会上篇，以充满东方审美
意蕴和浓郁民族风情的传统曲目
为主，器乐组合《春景》《新贵妃醉
酒》《月牙五更》等接连上演。与以
往不同的是，演员对曲目进行了情
景式演绎，配合曲风搭配不同服
装，在不断变换的队形中完成民乐
表演。

演出现场高潮迭起，琵琶与手

鼓《送我一枝玫瑰花》充满民族风
情。热情奔放的旋律及强烈多变
的舞蹈节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演
员边奏边跳，情绪饱满到位。观众
情不自禁地打起拍子。当手鼓演
员定格在舞台上，大家以为节目结
束的时候，剧情又有了发展，他从

“路边小伙”手中“抢”来玫瑰花，屈
膝献给心爱的姑娘，一对情投意合
的男女跑下台去，台上的舞者则化
身魔术师，从身后又变出一枝玫
瑰，带着娇羞的神情送给第一排的
幸运观众。满场掌声、笑声不绝于
耳，“仿佛看了个民乐版的小品，太
开心了！”一名观众表示。

当大家还沉浸在上一个节目
的欢乐气氛中时，著名唢呐演奏家
沈立国在观众席吹起了小哨子，清
脆的哨音立刻吸引了众人目光。
他一路吹着登上舞台，唢呐声声，
收放自如。他的表演将《百鸟朝
凤》演绎得酣畅淋漓。

曲目新、编排新、演奏新
欧美金曲民乐版挺“有味儿”

音乐会下篇，将中西合璧、跨
界融合玩出了更多花样。《校园的
早晨》《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的祖
国》等曲目可谓耳熟能详，但崭新

的编配方式和创新的演奏方式，让
经典焕发新的气质。当欧美流行
金曲《你鼓舞了我》以民乐的方式
响起，观众席发出一片惊喜之声。
笙、笛子、二胡、中阮与小提琴、大
提琴珠联璧合，倾情演绎了这一脍
炙人口的励志歌曲。“通过我们的
作品，让观众感受到中国与国际的
接轨，让世界上的优秀音乐融入东
方土壤，也把我们民族的文化、民
族的音乐带到世界各地。”音乐会
总监制、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
团）团长吕萌说。

尾声器乐合奏《我的祖国》，让
全场一直高涨的气氛到达顶点。

这场音乐会以新姿态呈现的
民乐“圈粉”无数，让观众为琴瑟和
鸣的国乐心醉的同时，也感受到了
民乐创新发展的蓬勃力量。

“我父母 80 多岁了，边看边
说，‘太好看了，颠覆想象，有眼前
一亮的感觉’。”一名五旬观众兴奋
地说。中学生刘星表示：“主持人
给我们讲解了一些民乐作品的来
历，还教我们认识各种传统乐器，
我觉得很受用。这场民乐演出太
让人惊喜了，因为这场演出，我爱
上了民乐。”

这台充满创新之风的演出，是
主创团队和演奏家们在汲取传统

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集思广益、锐
意进取的成果。勇于不拘常规的
创造力和打破窠臼的想象力，与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相结合，
促成了该场音乐会的成功。“曲目
上我们尽量选择耳熟能详、容易让
大家产生共鸣的作品，重新进行编
配以后，从呈现方式上让它更具艺
术性和观赏性，形式变化感更强。
为了使本场演出更具吸引力，我们
做了突破，以全新包装来演绎民
乐。通过这台晚会，让群众对民乐
有新的认知，这也是令他们最受
益、最惊喜的地方。”导演高媛说。

演出结束，演员携手谢幕，看
着全场沸腾的人群，很多演员不禁
泪目。“我们这台晚会打造得很艰
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拿出全新的
思考和呈现方式，尝试后也不知道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乐手们又
弹又唱，把对作品的准确理解内化
到每一个肢体表达中。两天的演
出，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我们感受
到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所有的付
出都值得。”高媛说，从古老到潮
流、从小众变火热、从本土向国际，
在强大的文化自信背景和文化自
觉意识推动下，相信民乐会以更多
体现创造性传承的新样态给观众
带来诸多惊喜。

《爱尚国乐》从节目编排、情景演绎到现场互动，各个环节创新满满——

“这场民乐演出太让人惊喜了”
本报记者 吴 丹

长海县高中美术教师张宗波在示范民间剪
纸、刻纸技艺。 受访者供图

考古课题组在阜新进行野外调查。 受访者供图

民族器乐合奏《水龙吟》让观众获得审美上的享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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