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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编，是东北民间广泛流行的一种
手工艺品。是利用各地所产的草，就地
取材，编成各种生活用品，如提篮、果盒、
杯套、盆垫、帽子、拖鞋和枕席等。有的
利用事先染有各种彩色的草，编织各种
图案，有的则编好后加印装饰纹样，既经
济实用，又美观大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些草编作品多为当地人们废弃的玉米
叶编织而成，先是把玉米叶剪成条状，再
用稻草搓成绳穿梭其中，压实，使田间地
头的废品变成了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艺
术品。

剪纸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
部分，是人民伟大智慧的结晶。多年来，
双辽市剪纸作品形成了古朴、粗犷、彪
悍、大气的双辽风格，蕴涵着原始宗教萨
满文化的理念；又蕴涵着渔猎、农耕文化
思想。艺人们用剪刀和纸张创造出这些
神秘、浪漫、多彩而栩栩如生的剪纸作

品，表达他们对脚下热土的一往情深。
“双辽剪纸”把人们对“福善”“嘉庆”的祈
盼与美好的故事、人物、动物、植物、物体
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创作素材剪
成图样，或送给他人祝颂，或张贴在自家
门前窗前，盼求生活富贵、仕途顺畅等，
囊括了人们生活的美好愿望。

石头画是创作者利用石材本身所具
有的形状，质地，纹理，进行艺术构思，凭
借深厚的绘画功力，进行创作。通过把
画和石头本身特质的结合,保留石头自
然的美，升华和提升石头自然之美。通
过精巧设计和绘画，给予石头新的生命，
让一种普通平常的石头“鲜活起来”。意
境幽深的粉墨山水，憨态可掬的弥勒普
陀，沉静甜美的古装仕女……这些精美
的画面，呈现在石上，玲珑有致，完美极
致。一幅石头画就是一件完美极致的艺
术品，放在办公室、家中，能充分体现不

俗的品位。
根雕，是以树根的自生形态及畸变

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
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
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是中国传统雕刻
艺术之一。这些作品自然天成，野趣横
生，集粗狂、质朴、秀气、玲珑于—身；融
姿态美、神态美与韵味美于一体，使欣赏
者在美的氛围中得到艺术享受。

岁月需要笔墨渲染，人民需要艺术
滋润。此次展出的书画作品，全部出自
双辽市书画爱好者之手。这些作品以乡
村振兴为主题，风格多样，主题鲜明。以
书画的形式展现了该市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艺术水平，广大艺术爱好者们用心描
绘乡村美景，歌颂乡村振兴，用文艺作品
表达双辽人民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祝
福和对家乡的热爱。

农民画是农民自己制作和自我欣赏

的绘画和印画，风格奇特、手法夸张，有
东方毕加索之美誉。其范围包括自印的
纸马、门画、神像，以及在炕头、灶头、房
屋山墙和檐角绘制的吉祥图画。“截至目
前，双辽市农民画培训班已在各乡镇开
展多次培训，学员们也接到了来自各地
商家的订单。用文化的力量带动了经济
的发展。”相关负责人说。

摄影展区，双辽市文化馆征集展出
40 余幅作品；以大众的视角，展现出文
化助力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记录了城
市风采的美好瞬间。

“此次作品展，在艺术创作中全方位
融入了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文化助力乡
村振兴为主线，风格多样，主题鲜明，内
容积极向上，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助推文化精神转化为奋斗新时代的强大
动力，为双辽市的发展贡献美术工作者
的力量。”活动相关负责人说。

用文化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双辽市主题艺术作品展侧记

本报通讯员 双萱

腊梅吐蕊千家喜，玉兔敲门送太平。日前，伊通满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在县委党
校举行2023年新春团拜会。县委组织部、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表演了精彩的歌舞、
小品等节目。

本报通讯员 伊萱 摄

近年来，国货、国风、国潮兴
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身当代
生活好物，掀起一阵阵时尚潮
流。究其原因，是国家经济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
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商品的物用
功能，更加注重其精神文化价
值。特别是作为“互联网原住
民”、在丰裕物质中成长起来的
年轻人，不再趋之若鹜地追捧国
际大牌奢侈品的符号价值，而是
更讲求独特的个性和风格，更注
重同声相 应 、同 气 相 求 的 群 体
认同，更追求精神层面的自信
与满足，由此推动了对民族传
统文化的再发现、再认识、再设
计、再传播，让传统文化成为时
尚潮流。与此同时，互联网的
信息传播、圈层社交、线上营销
发挥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促
成了风起云涌的文化 IP、热点、
网红。“国潮”因此拥有了创意
化、年轻化、时尚化、潮流化等
特点，穿越历史长河，走出博物
展 馆 ，化 身 街 头 元 素 、T 台 时
尚、网红文创、国货国风以及种
种 带 动 设 计 和 营 销 的 网 络 话
题，得到了新的传播。

应该说，传统文化“潮”起来
是个良好开端，它能弥合社会文
化转型过程中一度阻隔甚至断
裂的文化传统、精神传统，使其
如泉涌般持续润泽人们的生活
和精神世界，使传统文化中的思
想、智慧、境界找到当代生活的
接口和载体，实现活态的、创造
性的传承，使中华文化数千年之

衣食住用的美学精神、情感记忆
等为今日之“中国制造”赋能。
因此，“国潮”是一种文化的守
望，是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人们
文化自信的潮流式反映。要使
传统文化之“潮”如大河汤汤、奔
涌不息，还需深入发掘当下“国
潮”所体现的深层动力，包括：持
续培育“国潮”创意与消费群体，
促进“国潮”消费的新生代成长，
意味着民族传统的认同与传承，
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审美
的复兴。我们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在于人的成长与发展。所以，
美育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传承与
发展仍需深耕广拓。

要践行好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
只有依靠创造力，避免跟风仿制
同质化，警惕“国潮消费泡沫”，从
更深的层次、更全面的意义上认
识传统文化，不断体悟传承和创
造性地发展给全民族带来的精
神震撼、文化追求和创造力。要
不断融入新的生活需求、生活视
野、生活趋势，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既保持永恒意义和价值内
涵，也形成随物赋形的融通状
态，获得当代的美感和生命力。

传统文化“潮”起来，拓展至
潮服、潮玩等方方面面，体现的
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和活力。传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不只带
动产业经济发展，更能够持续建
构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让我们
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根
基更加坚实。

陶寺遗址的千年积淀、天龙山
佛首的前世今生、榫卯结构的鸟尊
积木、精湛的推光漆器技艺……点
击进入第五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云上文博会)VR 展厅，山
西省特有的文化遗产一下子“活”
了起来，给观众在新春佳节带来一
场视听盛宴。

近几年，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
响，旅游业线上服务发展迅速。互
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改变了旅游
产业的产品类型、服务方式、信息
接收和传达方式、营销渠道等，给
整个行业带来了深刻变化。随着
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我国线
上文旅乃至整个行业又将发生什
么变化？

线上与线下的消费边界将逐
渐模糊。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数
字文旅新消费快速发展，文旅产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呈现
加速趋势。线上的文旅产品浏览
订购服务具有高效、便捷等优势，
但线下文旅服务的体验仍难以取
代。数字文旅新业态、新体验、新
消费将成为文旅业发展重点之一，
它们将进一步发挥科技及产业融
合优势，不断推动文旅供应链重
构，拓展新型文旅消费空间，引领
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消费新热点
新模式。线上线下合作并非简单
结合，而是整个环节的衔接，需要
协调线上线下两方面的资源，合理
分配双方利益。在进行线上线下

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人
力资本，加快平台基础设施建
设，磨合互联网与传统旅游业的
业务体系、管理体系、采购分销
体系等，还需要管理团队再造、
企业文化重塑。

打通线上线下助推文旅融合
发展，首先需要认识到文化是重要
保障，通过拓展旅游文化内涵，创
新旅游发展路径，提升旅游产品的
文化价值，为旅游产业发展源源不
断注入活力。

其次要增强科技应用和自主
创新能力，积极培育新业态新动
能。数字技术赋能文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推动文旅产业体系的重
塑，通过壮大数字化人才队伍来
激发传统文化创新，让优秀文化
资源重新获得活力，从而实现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最后要实现文化与旅游公共
服务的融合。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可以优势互补，助推文旅产业
发展。运用新媒体营销，形成网
民打卡参与传播热潮，进一步推
动文旅产业复苏。实现文化与
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加大公共文
化和旅游设施的建设，适应近年
来井喷式增长的个人游、自助游
发展趋势，破解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瓶颈。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后的文旅
产业，未来可期。

（杨迪）

机场车站，旅客纷纷踏上旅程，
奔赴家乡团圆；大江南北，处处张灯
结 彩 ，丰 富 多 彩 的 年 俗 活 动 烘 托 出
年节氛围；线上线下，特色年货琳琅
满 目 、供 销 两 旺 …… 癸 卯 兔 年 即 将
到 来 ，神 州 大 地 洋 溢 着 蓬 勃 盎 然 的
春意，人们也在热腾腾的烟火气、扑
面 而 来 的 年 味 里 ，感 受 着 春 节 文 化
的独特魅力。

春节是团圆的日子，是相聚的时
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
视亲情，团圆是春节不变的主题。不久
前，网上有个提问：哪个瞬间让你感觉
要过年了？有人回复回老家赶大集，有
人留言炸丸子、炒花生、吃饺子，有人说
写对联、贴窗花……回答各不相同，但
与家人团圆、和亲人相聚却是背后的共
同期盼。家是心灵的港湾、情感的归
宿，团圆是最浓的年味。不管路程有多

远，不论工作有多忙，回家过年总是每
个中国人内心最朴素的期待。这是烙
在我们心头的浓郁乡愁，是始终不变的
亲情守望。

如果说团圆是春节的文化内核，那
么各式各样的年俗则让春节文化更加
丰富立体，进一步满足着人们的精神文
化需求。贴春联、写福字、挂中国结，祈
福迎祥；亲朋好友相互拜年，祝福来年
诸事如意；逛庙会、猜灯谜、看非遗表
演，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每个
地方的年俗不尽相同，这种丰富性共同
构成了多彩的春节文化，滋养着我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

当然，春节文化悠久灿烂，并非
一 成 不 变 。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看 ，正 是
因 为 年 俗 不 断 与 时 俱 进 ，传 统 节 日
才能散发持久的文化魅力。无论是
从 长 辈 手 里 接 过 压 岁 钱 ，还 是 在 手

机 上 分 享 亲 人 红 包 ，讨 的 都 是 新 年
彩头；无论是登门拜访，还是在线拜
年，送出的都是美好祝福；无论是吃
上家乡的土特产，还是品尝新口味，
咀 嚼 的 都 是 幸 福 味 道 ；无 论 是 重 传
统，笔墨纸砚写春联，还是赶新潮，
在 博 物 馆 里 过 大 年 ，体 验 的 都 是 文
化 风 尚 …… 时 代 在 变 ，年 俗 也 在 不
断变迁。这既让传统焕发出新的时
代光彩，也让春节更加有滋有味，让
年味一年更胜一年。

今天，春节文化早已走出中国，
走 向 世 界 。 当 习 俗 融 进 现 代 时 序 、
仪 式 浸 入 生 活 肌 理 ，中 华 文 化 的 和
合 之 美 也 绽 放 于 世 界 。 在 法 国 巴
黎，2023 年“欢乐春节”系列活动全
面展开；在美国费城和纽约，“唐诗
的回响”音乐会上演，展现音乐与诗
歌 的 完 美 交 融 ；在 马 来 西 亚 吉 隆 坡

市 茨 厂 街 ，春 节 亮 灯 仪 式 将 整 条 街
红彤彤的灯笼点亮……作为中华文
化 的 一 道 独 特 风 景 和 鲜 明 标 识 ，春
节文化不仅为各国人民观察和感知
中 国 打 开 了 一 扇 窗 口 ，也 搭 建 起 心
灵 交 流 的 桥 梁 ，让 更 多 人 领 悟 中 华
文 化 所 蕴 含 的 价 值 观 与 智 慧 ，凝 聚

“一起向未来”的信心和力量。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春

节 是 时 令 的 分 界 ，也 是 希 望 的 起
点 。 家 人 亲 朋 相 聚 ，欢 声 笑 语 里 憧
憬 的 是 生 活 越 过 越 红 火 的 美 好 未
来；千家万户共此时，万家灯火映照
的是家宁国安的祥和图景。让我们
在 祈 岁 纳 福 中 感 悟 家 国 同 心 的 力
量 ，在 万 象 更 新 中 积 蓄 奋 力 向 前 的
信 心 。 我 们 相 信 ，明 天 的 中 国 一 定
会 更 美 好 ，明 天 的 世 界 也 一 定 会 更
美好。

在年味中感受春节的文化魅力
张向阳

让传统文化焕发蓬勃生命力
潘鲁生

文化遗产“活”起来

线上线下融合带来新机遇

春节期间，我市积极推进冰上娱乐项目建设，推动铁西区条子河
绿水长廊项目有效衔接水经济，在西湖湿地公园内，打造完成了首届
“嘉年华冰雪娱乐项目”。 本报通讯员 任胜章 摄

春节前夕，由双辽市文广旅局主办、双辽市美术馆承办的以贺新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文化助力
乡村振兴”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展在双辽市美术馆举办。展览分为草编、石头画、书画、手工艺品、根雕剪纸、摄
影六部分。通过各种艺术作品多角度展现了双辽市艺术发展的丰硕成果、人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营
造了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

春节文化不仅为各国人民观察和感知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也搭建起心灵交流的桥
梁，让更多人领悟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与智慧，凝聚“一起向未来”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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