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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这个暑期，我
省文博游持续释
放旺盛动能。跨
省而来的观众占

据主流，以“行走的GDP”模
式成为拉动多业态消费、推
动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引擎。
8月10日，辽宁省博物馆接
待观众24181人，创历史新
高。暑期首月该馆接待观众
32.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63.38%，其中省外观众占
六成，辽博在省外的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为持久增强观众黏性,
文博场馆打出了什么牌？相
关链条上的各业态从业者，
如何稳稳接住这泼天富贵，
从而为文旅融合科学赋能？
本报今起推出“六成观众来
自省外”专题报道，详细解析
我省文博场馆人潮涌动的外
因驱动和内在逻辑。

“他们对艺术的纯粹追求、对
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深深打动了
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希望自己
能为辽宁非遗的发展传承贡献一
点微薄力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专业学生梁文宣说。

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还在
完善暑期团队社会实践报告的梁
文宣打开手机中的视频和图片，与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非遗传承
人面对面时的情形又浮现在眼前。

“ 以 青 春 之 名 行 文 明 之
旅”——2024年全国大学生文明旅
游暑期实践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管理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
司、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主办，

梁文宣带领的“岫岩小队”在全国
550所高校的1750支大学生实践团
队中被选中。“我从小生活在辽宁，10
岁以后跟随父母到北京读书，始终
对故乡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
很感兴趣，此次确定实践主题时，就
选择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比较
多的岫岩满族自治县，并确定了‘非
遗+文明’的实践方向，希望更多人
看到辽宁的历史、感受辽宁文明。
我认为这个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主
题，才能让我们团队在1000多支队
伍中被选中。”梁文宣说。

在为期3天的实践活动中，“岫
岩小队”一行走进了雨桐玉文化博
物馆，并与岫岩玉雕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王运岫、岫岩皮影戏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吕正业、岫岩剪纸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李余深入交流，宣
传文明旅游、体验非遗技艺、感受
老艺人的坚守。

在辽河流域早期人类文明发
展进程中，岫岩玉不仅是参与者、
见证者，更是传承者。过去，北京
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
营销（品牌管理）专业的刘佳鑫认
为，精美的玉灯或玉花只是匠人们
按照固定模式雕刻出来的，直到王
运岫向她展示从原石到成品的蝶
变过程，她才真正感受到玉雕的魅
力——那些玉灯造型独特，每一处
都展现着传承人的巧思；那些玉花

栩栩如生，每一琢都凝聚着创作者
的心血。“来岫岩之前，我想象中的
玉雕是平面的、概念化的，当真正
看到立体的、充满生命和情感的玉
雕时，我才明白非遗传承人对项目
的深厚感情和对艺术的执着坚
守。切、搓、琢、磨……这不是普通
的工艺品，而是蕴藏着辽宁文化底
蕴的艺术瑰宝。”刘佳鑫感慨地说。

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侨
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李程从小生
活在北京，这也是她第一次接触到
辽宁非遗。“辽宁非遗与自然环境、
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我在这里感受
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特色地域
文化。”当亲耳听到吕正业高亢的

唱腔、浓厚的情感后，李程深受震
撼，精湛的技艺和精美的皮影作品
远超她的想象，让她更深刻体会到
了辽宁非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底
蕴和民族精神。

在感受辽宁非遗价值和魅力
的同时，“岫岩小队”也认识到了传
承的不易。“在行程中，我们将所见
所感发布在社交平台上，之后还会
将制作好的短视频在各个平台上
发布，发动身边人广泛转发，希望
更多人看到辽宁优秀且独特的非
遗项目，看到岫岩人为家乡发展所
做的不懈努力；希望能像这次活动
主题一样，‘以青春之名’为辽宁非
遗的发展出份力。”梁文宣说。

“岫岩小队”的非遗假期
本报记者 刘海搏

本报讯 记者刘臣君报道 8月14日晚7
时，由沈阳市委主办的沈阳夏季古典音乐节——
中俄文化交流音乐周在时代文仓城市公园开
幕。此次音乐周集众多俄罗斯音乐大师的经
典之作，以磅礴大气的交响乐形式为沈阳市
民献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古典音乐盛宴。

首场演出中，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指挥
家瓦列里·奥夫西亚尼科夫、沈阳爱乐乐团首
席指挥金成浩携手沈阳爱乐乐团以及我国多
位青年音乐家，为观众呈现了《肖斯塔科维奇
d 小调第五交响曲》《柴科夫斯基天鹅湖组
曲》《黄河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波罗乃兹
舞曲》等经典中外名曲。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辽宁电声乐团、沈阳爱乐弦乐团在时代剧场
分别上演了铜管重奏和“如歌的行板”室内乐
音乐会。同时，沈阳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也
亮相音乐节，进行了专场演出。

据悉，本次4天8场的音乐会均为公益性
演出。此外，沈阳夏季古典音乐节还精心策
划了一系列互动活动，包括古典音乐入门讲
座、大师对谈、钢琴大师课以及全民爱乐主题
快闪等，旨在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面对面的
交流，激发市民对古典音乐的兴趣与热爱，提
升公众的艺术素养与审美水平。

沈阳夏季古典音乐节
奏响中外名曲

■“从北京飞来‘二刷’很值，
很必要”——

用文博展的高品质
拉动观众“刚需”

“宝子们，现在买明天机票飞
过来还来得及啊！这几幅宋画是
一级文物，露面展出可是有限期
的。”8月2日，辽博一楼2号临展厅
外，刚从“廉韵清风——中华优秀
传统廉洁文化展览”逛出来的观众
林女士，操着一口京腔，兴奋地向
同学群里发语音。

面对记者询问，来自北京的林
女士说，这是她本月里“二刷”辽
博，“两周前刚取消预约制时就来
过，逛了一整天，最后路过这个展
厅时没太注意，错过了。回去看网
友分享才知道，这既是古代廉洁文
化展也是书画大赏，多件辽博馆藏
的重磅级古代书画作品参展，难得
一见，这些展品对我以后的论文写
作大有帮助。”特别是听说其中赵
构书、马和之画《唐风图卷》、文徵
明《漪兰竹石图卷》等南宋、明代的
名家书画珍品只展到 8 月 4 日，她
急了，决定为这个展再飞来一次。

“一睹真容，值！”她满足地笑了。
像林女士这样求知欲旺盛的

文博爱好者，并不鲜见。为了一座

馆、一个展览甚至是一件文物、一
场解说而千里迢迢奔赴一座城的
现象愈加显著，体现了公众对高品
质文博展览的刚性需求。

众多省外观众为何把辽博作
为目的地？答案是多方面的。业
内人士透露，国内6800多家备案的
博 物 馆 ，持 续 火 爆 的 顶 流 约 占
10%。聚焦观众需求，持续擦亮品
牌，高频次推出精品展览，是站在

“塔尖”的一批博物馆牢牢抓住流
量的密码之一。以辽博为例，其系
列展览连续5年入围全国博物馆十
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获精品
奖2次、优胜奖2次、国际合作入围
奖1次……其中的关键词之一就是

“求精”。
精益求精，进一步促成了越来

越多的探知型“铁粉”与博物馆的
双向奔赴，哪怕是一个原本“计划
外”的临展，也要力求精品化。辽
博学术研究部副主任王忠华谈及

“廉韵清风”展览时坦言：“做好这
个展的难点在于既要阐释好廉洁
文化，还要有合适的文物。”为使展
品与展览传递的主题思想高度契
合，并体现出辽博特色，策展团队
精挑细选出 87 件（组）珍贵文物，
通过挖掘、梳理历史文献、文化经
典、文物资源中的廉洁元素以及
古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
以物说廉，以达到浸润人心效果。
而且辽博这回一气儿展出了多件
宋代书画，像南宋徐禹功的《雪中
梅竹图卷》是首次以全貌亮相，实
属难得。

■“从这个特别美的舞蹈里，
才知道‘洛神赋图’在辽博”——

辽宁全方位整合资源
立体打造文化“IP”

记者昨日查询，在博物馆头条
热搜榜、大众点评 APP 文博榜中，
辽博屡登“热推榜”前十。翻阅最新
点评，省外网友留言比比皆是——

“虽然是赶了早上 3 点第一班飞机
匆匆来沈阳，但是一口气看了很多
精品文物，意犹未尽。”

暑期观众数量屡创历史新高，
来自省外的人数占六成，这是全国
观众对辽博高频次推出优质展览
的积极反馈。2023 年，辽博“构建
展览叙事体系，用心用情用力讲好
中国故事”项目入选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入围案例。项目所呈现的，
是辽博对展览叙事体系从探索到构
建的创新实践，从2019年的“又见大
唐”“又见红山”、2020年的“唐宋八
大家”、2021年的“龙城春秋”、2022
年的“和合中国”到2023年的“丹青
万象”……每年至少一个现象级文
化大展，业内瞩目、观众叫好。不仅
如此，也实现了对观众“月月有新展”
期待的满足。以近3个月为例，6月的

“群星璀璨时”“出将入相”，7月的“廉
韵清风”“山海有情 天辽地宁”，以及8
月底将推出的古代家具展，助燃了暑
期文博游的“热辣滚烫”。

立足高质量展陈的同时，积极
开拓创新，用心多维赋能展览，用

情与观众建立更多元、更广泛的文
化链接，用力形成立体化传播优
势，才能更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
于是我们看到了，以展览为核心，
整合省内文艺院团、文博机构、文
学美术创作机构等资源，让文物跨
维度“活”起来、动起来。

众多网友和观众念念不忘，今
年 5 月 4 日辽博、辽歌共同打造的

《国宝辽宁》系列舞蹈作品之“洛神
篇”的快闪活动。一群裙裾飘飘的
女子伴着悠长古韵昂首而行，扬袖
转身。手执白羽红扇的“宓妃”娉婷
婀娜，拨裙回转，徐缓沉静，还原了
传世名画《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
的景象，塑造出端庄秀美的洛神形
象。“原来这幅画在辽宁，喊话辽博，
什么时候能再展一次？”“盼望有生
之年能亲睹这镇馆之宝一面。”在舞
蹈“快闪”短视频的留言区，挂着省
内外各地IP的呼声此起彼伏。

3 个多月前的惊艳瞬间，实为
年底推出的“丰神有仪——辽宁省
博物馆藏古代人物画展”埋下重磅

“彩蛋”，久未展出的《宋人摹顾恺
之洛神赋图》将在这一跨年大展上
闪亮登场。此外，辽金历史文化主
题文物展也将于年内亮相辽博。

追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多
维度参观体验的观众们，势必会对
新展有更高期待。“系列大展的成功
不是偶然。丰富的馆藏资源，策展团
队孜孜不倦的求索打磨，加之文博热
的升温，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成就
了辽博‘六成观众自省外’的文化现
象。”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筱雯说。
在辽宁，以“文博+研学”“文博+旅拍”

“文博+打卡”等新型文旅体验为特征
的花式文博游活动越来越受追捧。
外地人担纲主力的文博参观热潮对
我省文旅融合的推动、对城市经济的
杠杆撬动以及对整体形象的提升等
多重利好影响，正在显现。沈阳故宫
附近一家挨着一家生意红火的古装
旅拍店，吆喝着打卡盖章本的摊贩，
热情相邀的导游讲解，推出两天两馆
文博研学游套餐的酒店……无不提
示着文博热的火爆和极强的辐射力。

辽宁大学教授回宝昆认为，一
拨拨游客被辽宁丰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吸引而来，我们要携手蓄力，不断
把流量、热度转化为增量、美誉度，
让文博场馆的好口碑更多地外溢。
文旅战线如能以辽博、沈阳故宫博
物院等文博名片为引领，开辟更多
的差异化赛道，融合教育研学、文创
开发、演出赛事、旅拍妆造、餐饮服
务等产业，实现多核联动、多点支
撑、成片发展的格局，才是喜见“六
成观众来自省外”的最大乐事。

本报讯 记者谭硕报道 8月16日，“沈
阳公众考古社区示范基地”揭牌仪式暨首场
公众开放日活动在沈阳市皇姑区新乐街道北
陵社区举行。作为全国首个公众考古社区示
范基地，这一具有参与性的新公共文化空间
将助力考古成果、科普考古知识传播。

揭牌仪式上，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
沈阳市皇姑区委共同签订了“考古惠及公众
文明薪火相传”——沈阳公众考古社区示范
基地合作框架协议，围绕公众考古，双方将开
展多项合作。

作为该基地的首次公众考古活动，沈阳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前来参与活动的社区居
民以及来自全市的多位历史文化爱好者打造
了多个考古知识场景，并准备了“考古绘图”

“文物拓印”“金属网络编织”等体验活动。在
社区内的“沈阳考古成果图片展”上，石台子
遗址、叶茂台辽墓群等沈阳地区重要考古发
现以图文展板形式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考古科普漫画海报贴于社区，一本本考古历
史书籍陈列在考古图书角的书架上，为人们
深入了解历史文化打开了更多视角。

“希望通过沈阳公众考古社区示范基地，
能进一步激发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丛丽莉表示，该
基地将陆续开展“考古沙龙——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线索征集”“沈阳考古课堂”“模拟考
古系列体验”等活动。未来，沈阳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也将与更多的社区联合共建不同主题
的“公众考古社区示范基地”。

全国首个公众考古
社区示范基地在沈成立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近日，“黑土
地·红石魂——吉林省磐石市红石砬子抗日
根据地的创建与风云历程展”在锦州市辽沈
战役纪念馆开展。

本次展览分为“东北沦陷”“曙光初现”
“根据地创建历程”“英名永存”四部分，展出
内容以东北沦陷为背景，以吉林省磐石市红
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为缩影，通过图文和
实物展陈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抗日根据地军民的
生产生活情况。

据悉，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战旗美如画”
专题展曾于今年4月在磐石抗日战争纪念馆
展出，让辽沈红色文化首次走进吉林磐石。

“黑土地·红石魂”展览是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将几年来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相关考古
成果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相结合后策划制
作的，代表了抗联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成就，
该展览是首次在我省展出。

“黑土地·红石魂”展
在锦州开展

“六成观众来自省外”现象解析(上)

“为一个展赴一座城”:精品就是流量密码
本报记者 吴 丹

馆藏资源丰富的辽博每次推出新展，都会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 受访者供图

常常爆满的博物馆行李箱寄存处，成为外地观众对辽宁历史文化格
外钟情的一个缩影。 本报记者 吴 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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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丹阜高速本溪收费站拆除重建施工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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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

规定，对丹阜高速本溪收费站实施关闭，现将有关情况

通告如下：

一、封闭路段：丹阜高速公路本溪收费站所有入口

匝道和出口匝道。

二、封闭时间：2024年8月22日至2024年9月25日。

三、建议走行路线：

（一）本溪收费站（沈阳至丹东方向）出口匝道关闭：

1.丹阜高速（沈阳至丹东方向）原拟由本溪收费站驶

离高速公路的小型车辆，可择优在石桥子收费站、响山

收费站、本溪北收费站驶离，沿沈本线、丹霍线 G304、集

本线前往本溪市内或小市地区。

2. 丹阜高速（沈阳至丹东方向）原拟由本溪收费

站驶离高速公路的大型货车，由于本溪南收费站禁

止大型车辆驶离，应提前在响山收费站或本溪北收

费站驶离，沿丹霍线 G304、集本线前往本溪市内或小

市地区。

（二）本溪收费站（丹东至沈阳方向）出口匝道关闭：

1. 丹阜高速（丹东至沈阳方向）原拟由本溪收费

站 驶 离 高 速 公 路 的 小 型 车 辆 ，可 择 优 在 桥 头 收 费

站 、本 溪 南 收 费 站 驶 离 。 从 桥 头 收 费 站 驶 离 的 车

辆，沿丹霍线 G304、转山路、环山路、育龙路、集本线

前往本溪市内或小市地区；从本溪南收费站驶离的

车辆，沿文化路、育龙路、集本线前往本溪市内或小

市地区。

2. 丹阜高速（丹东至沈阳方向）原拟由本溪收费

站驶离高速公路的大型货车，需在桥头收费站提前

驶 离 高 速 ，或 通 过 桥 头 枢 纽 立 交（丹 阜 高 速 K143+

400）绕行至辽中环高速（G91）,在北台收费站驶离高

速。自桥头收费站驶离的车辆，沿丹霍线、滨河北

路、集本线前往本溪市内或小市地区；自北台收费站

驶离的车辆，沿沈环线、丹霍线、集本线前往本溪市

内或小市地区。

3.辽中环高速原拟由丹阜高速本溪收费站驶离高速

的大型车辆，需在北台收费站提前驶离，沿沈环线、丹霍

线、集本线前往本溪市内或小市地区。

（三）本溪收费站双向入口匝道关闭：

1.原拟由本溪收费站驶入丹阜高速的小型车辆，可

择优在本溪北或本溪南收费站驶入。

2.原拟由本溪收费站驶入丹阜高速的大型车辆，需

择优在本溪北或桥头收费站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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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交警”“辽宁高速通”新媒体

矩阵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溪分公司

2024年8月20日

关于丹阜高速本溪收费站关闭施工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