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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七日谈 QIRITAN

核心
提示

省档案馆三线
建设档案征集组的
足迹目前已经遍布
四川、河南、湖北、重

庆、宁夏等10省市区的三线建
设相关企业，征集辽宁支援三
线建设文书档案 3243 卷
（件）、照片档案3658张、实物
档案 606 件、资料 1161 件
（册）、音视频档案77件、口述
采集230余人次，征集档案总
数已超过8000件。为保存利
用好这些珍贵档案，省档案馆
设立专门保管库房和展陈室，
我省三线建设档案研究整理
工作将陆续展开。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日
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4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立项名
单，共17项，我省有一个项目入选。

我省入选的项目为“曲艺文献

整理与理论研究”，责任单位为沈阳
音乐学院。据悉，根据《2024 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招标
公告》要求，该项目研究周期不超过
3年。

我省一项曲艺文献研究入选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名单

7月10日、11日，曾获“辽宁文华
奖”第一名的杂技剧《先声》作为“‘与
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在北京
演出了两场，备受瞩目，好评如潮！
被感动的不仅仅是现场的观众，更有
许多专家。

此次展演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
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
办。40部展演剧目是从全国创排的
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中遴选出来的，

《先声》是辽宁省唯一受邀剧目，也是
中国杂技界唯一受邀剧目，而且在北
京发布、西安发布、北演演艺、北京音
乐广播等十多家媒体直播，使更多观
众在线上看到这部作品。

《先声》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
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沈阳市委宣传
部、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
合出品，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该
剧自 2023 年 9 月首演以来已经演出
33场，荣获“辽宁文华表演奖”及“辽
宁文华舞台美术奖”，是国家艺术基

金2023年度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也
是文旅部2024年度“中国杂技艺术创
新工程”重点扶持作品。

《先声》是国内首部以杂技剧形式
将九一八事变的史实搬上舞台的重大
历史题材作品。六大战斗场面，30个

节目重组、40场布景转换、串联，杂技
与戏剧表演的巧妙编排整合给人一
种强烈的视觉、审美和情感冲击。

“《先声》从头至尾都以杂技动作
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以杂技绝活推动
人物和剧情发展，演员的每个杂技动

作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巧，而是故事
情节和人物形象的传达方式。人物
有血有肉很饱满。”一位在现场看演
出的业内专家评价。

例如，演员们表演的高空攀越杂
技用于表现翻墙进入敌人仓库侦察，
惊险又刺激。五人的腾空飞杠将演
出推向了高潮，高难度的花式飞杠表
现出了战士们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

“《先声》让我十分震惊。目前
杂技剧面临着诸多困境，这部剧用
中国的传统杂技表现沈阳人民奋起
反抗侵略，是技与剧的完美融合，让
人叹为观止。”观众王孟说。

《先声》自创排以来经过不断地
打磨，演出效果越来越好。此次进京
展演，在某些情节和表演上同样做了
一些改动。“《先声》经过了多次专家
研讨，多次打磨修改，尽管这个过程
很艰难，但是为了这部杂技剧越来越
好看，为了这部剧能走向更高的舞
台，我们还会不断地修改。”沈阳杂技
演艺集团董事长安宁说。

中国杂技界唯一受邀剧目

《先声》亮相国家级展演好评如潮
本报记者 杨 竞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近

日，由辽阳市文物保护中心（辽阳博
物馆）主办的“史维钧捐赠作品展”
开展。史维钧生于辽宁辽阳，从事
电影美术创作工作，先后担任《冰山
上的来客》《五朵金花》等30多部影
片及电视剧美术师。史维钧生前创
作了大量水粉写生画，在临终前嘱
咐女儿史凤丽将他创作的280幅水

粉画作品捐献给家乡，在辽阳博物
馆永久收藏。

据介绍，史维钧的画构图丰满、
奇异、大气，画面冷暖对比强烈，用清
快的点彩画法及泼洒的笔触，构成了
独特的视觉冲击力和迷幻的境界。
作品中所散发出的浓郁生活气息，凝
聚了他倾注于电影美术事业的心血，
饱含了他对祖国山川的情与爱。

“史维钧捐赠作品展”
在辽阳开展

已故“三线”院士档案
“平凡且震撼，令人泪目”

辽宁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在
我国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支援三线
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重要
作用。当时三线建设工程留下的档
案资料较珍贵和稀少。而且，当年风
华正茂的辽宁三线建设者如今已到
耄耋之年，甚至相继离世，他们奋斗
的经历所凝结的“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
神亟须留存并传承下去，档案的征集
成为目前已知的最佳途径。

省档案馆三线建设档案征集组
负责人、二级巡视员张晓风说：“省档
案馆举全馆之力推进辽宁支援三线建
设档案的征集工作。”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感到时间的
紧迫。今年5月，三线建设档案征集组
赶到洛阳时，惊闻噩耗，中国科学院院
士、我国著名的炼油工程技术专家、
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现代煤化
工技术专家陈俊武同志于5月1日离
世。从三线建设档案征集工作开展
以来，陈俊武是目前已知我省的“三
线”建设者中走出的第一位院士。

“省档档案征集组的同志怀着崇
敬的心情访问了洛阳市档案馆、中石化
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征集到一批
珍贵档案资料，看到一个平凡且震撼，
令人泪目的‘三线’建设者。”张晓风说。

档案显示，陈俊武于1948年从北大
化工系毕业。22岁那年，他从福州老家
来到抚顺市，到石油厂工作。一年后，
这个废弃的煤制油车间便复工了。

然而，就在陈俊武准备大干一场
时，石油工业部抚顺设计院奉命转向
天然油工厂设计，他学的知识用不上
了。而对于国家来说，关于天然石油
的加工和提炼领域几乎是一片空
白。他咬了咬牙，第一个站出来，近
乎疯狂地攻关新技术。1965年5月5
日，硫化催化裂化装置一次投产成
功！这是由中国自主开发、自行设
计、自行施工安装的炼油装置，带动
中国炼油技术一举跨越20年，大幅度
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基本结
束了中国依赖进口汽油、柴油的被动
局面，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

这个装置因此被称为中国炼油
工业的第一朵“金花”，从那天起，陈
俊武多了一个称号：中国催化裂化工
程技术奠基人。

1969 年底，为支援三线建设，石
油工业部抚顺设计院搬迁到豫西山
区，陈俊武不顾环境的恶劣，在简陋
的窑洞中作研究。他自学外语，研读
技术专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度
过了 9 年。此后，陈俊武与同事们一

起完成了设计院从豫西山区到洛阳的
搬迁改造。几十年间，陈俊武在催化
裂化领域开发研制了一系列工程技术
装置，推动了我国催化裂化技术装置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此外，他在耄耋
之年指导完成了世界首套、全球规模
最大甲醇制烯烃（DMTO）装置的开发
应用，开辟了我国独有的甲醇制烯烃
战略性新产业。

1991 年陈俊武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还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是辽
宁走出的“三线”建设者杰出代表。

每一份档案背后
都有一个激情燃烧的故事

6月27日，省档案馆三线建设档
案征集组连续接待了3批三线建设档
案捐赠者，分别是来自大同机车厂红
色记忆馆的同志、来自银川的西北轴
承厂三线建设研究爱好者祁国平以
及天水长城控制电器公司老职工邓
常伦的亲属。

人们来到省档案馆捐赠三线建设
档案，反映了三线建设档案征集正在
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
每一份档案的背后都有一个激情燃烧
的故事。

邓常伦的女婿魏文福参观三线
建设档案史料展陈室，留言道：“是你
们的耐心和细致，让我能够深入了解
岳父在三线建设中的点点滴滴，让那
些模糊的过往变得清晰可感……感
谢你们的付出，让我们有机会追溯那
段光辉的历史，感受前辈们的奋斗精
神……”

新技能的掌握是走出去征集档
案的基本要求，此次省档案馆三线建
设档案征集组的成员从第一次使用
摄像机、第一次进行口述采访，到第
一次翻阅手写纸质案卷目录，在辗转
多家单位后，这些技能已烂熟于心，
人人都发现了一个新的自我。

三线建设档案征集组每到一个
城市，都能领略到不同的历史文化底
蕴和独特的地域风情。他们学习到许
多兄弟档案馆的经验与做法，同时也
带去了辽宁省档案馆的工作经验，大
家互相交流，涉及馆藏资源、基础业
务、干部队伍建设等。他们还与辽宁
三线建设者及其亲属建立联系，进一
步增进感情，征集到的每份档案背后
都有一个三线建设档案征集组成员耐
心细致亲切沟通的感人故事。

在征集档案过程中，组员们感受
到“三线”精神的强大力量，感悟到先辈
们为国家舍小家的无私奉献精神，他
们表示要做“三线”精神的学习者、传承
者和实践者，将“三线”精神贯彻到今
后的工作之中。

这段时间，苏轼再一次成为“网
红”。由国家相关部门及省市联合
推出的“读苏轼，游神州”中华文化
主题旅游线路宣传推广活动不久前
启动，湖北、四川、河南、重庆、陕西、
江苏、山东、广东、安徽、海南等苏轼
重要游踪地的省份纷纷加入宣传推
广活动中。多省市同举一人、联动
推介、联手打造“苏东坡 IP”，这在
国内文旅界并不多见。

苏轼的名字一直留存于中国人
的记忆深处，广受华人的喜爱与推
崇。他的才华横溢、他的旷达洒脱慰
藉了无数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心
灵。正如年届九旬的苏轼研究专家王
水照先生所言：“他的性格魅力倾倒
过无数的中国文人，人们不仅歆羡
他刚直不屈的风节和民胞物与的灼
热同情心，更景仰其心灵世界中洒
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
对人间厄运的超旷。中国文人的内
心里大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绿洲，
正是苏轼的后一方面，使他与一代
又一代的读者建立了异乎寻常的亲
切动人的关系。”

早在宋代，苏轼就是当时的“网
红”，千余年来，他一直受到世人偏
爱。近年来，在日益发达的国内社
交媒体上，苏轼更是频频登上热搜，
成为文博展览、影视剧以及图书中
的主角。这一方面源于他的才华盖
世、文采四溢、高世之德；另一方面
则是千百年来人们持续在对他的热
捧与挖掘中形成的文化叠加，让这
个原本丰富的历史人物在文化内涵
上愈加丰满与生动。这一次的“读
苏轼，游神州”中华文化主题旅游线
路宣传推广活动就是对苏轼的又一
次深度挖掘与热捧。

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文旅活动
对各地正在积极推进的“文化名人”
发掘工作有所启迪。

首先，这样一场活动不是仅仅
停留在“人名”宣传上，而是通过与

苏轼生活行动轨迹的链接，让“苏
轼”的人名更具象化与生动化。试
想，在湖北黄州古城西北的东坡赤
壁，诵读苏轼写下的“大江东去，浪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名篇；再比
如，在惠州，感受苏轼曾经盛赞的
惠州风土人情，体味“日啖荔枝三
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时间与
空间的双重交织下去解读与理解
一个历史人物，观其居，察其言，触
其物，无疑会给公众留下更为深刻
的印象。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历史文
化名人的挖掘往往停留在“知道”阶
段。文化名人之所以有名，决不仅
仅因为他的名字，更因为附着在文
化名人身上超脱的精神境界、超凡
的品格。这些都是公众对文化名人

“心向往之”不断追随的重要原因。
在让公众知晓本地域文化名人后，
如何将他曾经生活的历史场景与他
的生命履历完美重叠，在真实的场
景中感受，在穿越时光中与名人故
地重逢，增进公众对文化名人的理
解并带动相关文旅行业发展，这是
环环相扣的一项操作，这次“读苏
轼，游神州”活动给出了一个具有参
考价值的范例。

其次，对文化名人的挖掘与传
播，不必囿于一地一域，完全可以多
地携手，同时推进。过去一段时间，
国内曾出现过“多地共争一位历史
文化名人”现象。文化名人一生中
大多居无定所，与其费尽心力争论
文化名人身居何处、归谁所属，莫不
如携手共同做足做好名人文章。这
一次活动同样给予了我们这方面的
启发。

当然，上述诸多启迪的前提是
建立在对本地文化名人深入挖掘与
诠释的基础上。如果对本地历史上
的名人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闻，这
些启迪就会变成空中楼阁，不具操
作性了。

苏轼何以成为当今“网红”
朱忠鹤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近
日，由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与鲁
迅美术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美的
回归——鲁迅美术学院艺术美学课
程教学展”在沈阳·盛京百货大家庭
举行。

展览以“美的回归”为主题，展出
《山海》《十四行诗》《景物-2》等40余
件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均为鲁美艺
术美学课程的研究生创作。这些充
满活力的作品，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判

断力，重新思考“美的回归”问题。这
不仅是向传统美学精神致敬，而且是
对当代艺术、审美乃至生活的一次反
思。展览中的作品不仅体现了现代
艺术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更承载了鲁
迅美术学院优秀青年艺术家们对美
的追求和理解。

开幕仪式后，主办方举办了艺术
评论学术沙龙活动。本次沙龙邀请
了3位青年艺术家及9位艺术评论者，
分别针对入选作品进行自述及评论。

“美的回归”展在沈阳举办

省档案馆征集三线建设档案已超过8000件——

珍贵文图声影再现“三线”奋斗岁月
本报记者 郭 平

省档案馆征集到大量反映三线建设的历史图片，留住了那个激情燃
烧岁月的记忆。图为上世纪60年代鞍钢职工援建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
钢铁厂时的建设场景。 受访者供图

省档案馆征集到的行李箱。
为支援三线建设，当年的医学教
授扛着它援建遵义医学院。

本报记者 郭 平 摄

《先声》在北京演出的剧照。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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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铁岭市京抚线平顶堡北桥拆除重建养护

工程已列入2024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拆除重
建 养 护 工 程 计 划 。 京 抚 线 K826 + 874-
K827+074 段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至 2024 年 9
月 15日需要全幅封闭交通，封闭期间禁止任
何车辆和行人进入桥梁施工路段，擅自进入
发生事故后果自负。

铁岭至开原方向通行车辆绕行路线：京
哈高速 铁岭北—开原。

开原至铁岭方向通行车辆绕行路线：京
哈高速 开原—铁岭北。特此通告！

铁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4年7月12日

保险机构变更地址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市辽中区支公司大黑乡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122010
许可证编号：00144587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

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
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
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营上级
机构在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业务范围内授
权的其他业务。

批准日期：2009年09月29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辽中区大黑岗子镇钱

缝村180号
邮政编码：110219 负责人：孙川宁
联系电话：024-87888042
发证日期：2024年07月09日
原地址：沈阳市辽中区大黑乡大黑村
新地址：沈阳市辽中区大黑岗子镇钱缝村180号

保险机构变更地址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市辽中区支公司第一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122004
许可证编号：0014458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

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
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
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经营上级
机构在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业务范围内授
权的其他业务。

批准日期：2004年11月01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辽中区养士堡镇细河

沿村681号
邮政编码：110202 负责人：李玥
联系电话：024-87888042
发证日期：2024年07月09日
原地址：沈阳市辽中区蒲西街道东环街37-12号1门
新地址：沈阳市辽中区养士堡镇细河沿村 681号

根据京哈高速绥中（冀辽界）至盘锦段
改扩建工程施工需要，经中铁一局集团京哈
高速改扩建第八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申请，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国
务院《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拟对
光辉收费站部分匝道封闭施工，现将有关情
况通告如下：

一、封闭路段：沈阳至山海关方向光辉
收费站出口匝道和由光辉收费站入口去往
山海关方向的匝道。

二、封闭时间：2024 年 7 月 17 日至 9 月
22日。

三、建议走行路线：
（一）拟由沈阳至山海关方向在光辉收

费站驶出的车辆，提前由盘锦北收费站驶
出，或延后在凌海收费站驶出。

（二）拟由光辉收费站去往山海关方向
的车辆，就近在凌海收费站、盘锦北收费站
驶入G1京哈高速。

道路封闭期间，有出行需求的社会公众
可参照上述走行路线，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出行时推荐使用
高德、百度、腾讯地图 APP进行导引。如有
不明事宜，可咨询辽宁高速 24 小时客服热
线：024-96199；也可关注“辽宁高速通”新媒
体矩阵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

辽宁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7月12日

关于京哈高速公路光辉收费站部分匝道施工封闭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