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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赏析

乡 村
文 人 ，是
乡村文化
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党的重要文
件方式，对乡村文人予以高度关注，强
调“要重视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乡
村文化能人。”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乡村文化
的持续繁荣不仅要靠“送文化”，还要

“种文化”“生文化”，让各地的本土文
化之花，开遍广袤的乡村大地。

所谓“种文化”，就是通过乡村文
化能人，带动农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
文化建设，让农民成为乡村文化建设
的主体，让乡村社会固有的各类优秀
文化成为繁荣乡村文化生活的主要资
源，使其成为引领乡风民俗的乡贤翘
楚。

乡村文化能人是地道的农民，他
们当中，写作书法，说演弹唱，各有所
长；有的人把自己的爱好作为终生追
求，即便是遭受生活坎坷，也从未放
弃，最终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要鼓励
和倡导乡村文化能人发挥其作用，乡
村文化能人越多、乡村文化越广泛深
入、广大乡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内
在动力更扎实、文化生活更丰富、更繁
荣、社会风气就越正。

发现和培养乡村文化能人，乡镇
文化站要发挥好自己的职能作用。乡
镇文化站，是为农村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指导基层文化工作和协助管理辖
区文化市场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是集
书报刊阅读、宣传教育、文艺娱乐、科
普培训、信息服务、体育健身等各类文
化活动于一体，服务于当地群众的综
合性公共文化机构，宗旨之一，就是组
织、管理所辖区域内的群众文体活动
和繁荣群众文化生活。而发现和培养
乡村文化能人，就含有“群众文体活动
和繁荣群众文体事业”的内容。当然，
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也应当是“文化
能人”，不但能写，还得能表演。

加强乡村文化能人培养，首先要把
队伍建起来。乡村文化能人的作用发
挥与文化团队建设紧密相关。有了自
己组建的文化团队，乡村文化能人才能
培育出文化新苗，开放更多的文化之
花、结出丰硕文化果实。乡村文化能人
要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展示出自己的力
量，首先要组建好文化团队。数量达到
一定规模、成员比较固定、互动频率较
高，形成老带新、互帮互学，传授文化专
长、培养文化能人的效率更高、效果更
好。只有各类民间文化团队组建起来
了，乡村文化能人助力乡村文化建设才
更加直接有效，乡村文化才能更加持久
繁荣。当然，各类文化能人也要在学习
提高技艺水平的同时，不断加强自己对
涵养本地“公序良俗”起到带动作用的
认识，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发挥正能
量，引领新风尚。

要把平台搭起来。一是为培训
排演创造条件。乡村文化能人及其
文化团队的日常训练排演往往依赖
于面积较大、配套较全的公共空间。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投
入力度，吸收社会资本参与，不断加
大乡镇文化活动中心、村文化活动
室、农村文化广场等农村公共文化基
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实现村村有文化
活动室和室外文化活动场所。二是
搭建培训交流平台。即便在本地已
是文化能人，同样面临着持续提高，
防 止“ 人 老 艺 疏 ”，避 免“ 短 板 缺
腿”。乡村文化能人的“长盛不衰”，
靠乡村文化能人及其文化团队自发
的交流学习活动远远不够，培训交流
活动可以由乡镇文化站组织举办，邀
请热心于农村文化建设的专家学者
讲演传习。三是促进文化能人向文
化名人转变。乡村文化能人向文化
名人转变，不仅是对他们多年的苦苦
追求给予肯定，也有助于扩大乡村文
化能人及其文化团队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使更多人了解、关心和支持别
具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繁荣乡村文
艺，促进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和社会
主义文明乡村建设。

发挥好乡村文人的积极作用
宋今声

防火题材的漫画我画过几幅，角度也各有不同，这幅画是想以较
小的物体和很容易被忽略的事件切入，让烟头来说话。

我想把烟头画成火灾的元凶，让它爬着制造危险。
烟头会爬？这是十分荒诞的事儿，可是在漫画里，什么都可以成

为真实，这也许正是漫画的魅力所在。
开始，我只想告诉读者一个事实，吸烟能够引起火灾，而且这种事

情在所有火灾的比例中不是小数目。那么怎样表现这一主题，才既明
确可信，又有漫画的幽默感。除了静物的堆砌之外必须注入生机，才
能唤起读者的警醒。

起初，我在桌前画上了一堵窗户，窗外的黑夜映进一弯残月，烟头
在烟灰缸里丝丝飘烟。画完后老觉得那窗户不论从画面构图还是表
现思想上都是多余的，烟头也只是被动地燃烧，燃尽后也未必造成什
么后果。便去掉了窗户，又琢磨烟头。我开始让烟头动起来，让它像
只害虫一样，主动地袭击那易燃电器和纸垛。桌上留下一条散落的烟
灰，告诉读者它从哪里爬来，打算爬向哪里，上面那飘动的一缕烟丝是
虫子前进动势的烘托，也起到引导读者视线的作用。

我把边框做成椭圆角，以此对比出桌子、电脑和纸张的质感，薄而
易燃。整个画面只有烟头加了阴影，此举为强调主体而做。

（赵雪峰 文/画）

《入夜》让静物活起来

文化产业不仅以“产业之兴盛”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更
以“文化之繁荣”凝聚起文化自信的精
神力量

今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获得票
房口碑双丰收。截至8月18日7时，今
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达178亿元，超过
2019 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创历史新
高。同时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喜剧、青
春、悬疑、科幻、动画等题材，让观众由
衷感慨“今年暑期电影市场每周都有新
看头”。电影观影火热，作品琳琅满目，
正是我国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缩影。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2022年营业收入超过16.5万亿元，比上
年增加 1698 亿元，增长 1.0%。从类别
看，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
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50106亿元，比
上年增长6.7%，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

入占比首次超过30%。从利润看，我国
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比上年增加341
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7.7%，比上年
提高 0.2 个百分点。利润实现平稳增
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产业不仅
以“产业之兴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更以“文化之繁荣”凝
聚起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
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文化
产业繁荣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
源。比如，话剧《初生》以多机位、多角
度“纪实采访”的全新话剧艺术形式，
讲述新时代民族企业助力中国从制造
大国向品牌强国跃迁的奋斗史诗，展
现爱国、实干、梦想、创新的精神，激扬
奋进斗志和发展信心。扎根实践、记
录时代的文化产品，从具体人物的生
命历程出发，讲述这个伟大时代的精
彩故事。继续在生动实践中汲取丰厚
滋养，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文化

产业将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回应好人们
的新期待。

文化产业，以文化之魂，助产业之
兴。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博大精深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奠定了深厚底蕴。电视节目

《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中华优秀文化典
籍中的经典名篇，以跨越时空对话的
形式营造“故事讲述场”，生动讲述感
人至深的传承故事，并展现其中蕴含
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实
现了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发展的融
汇。节目以戏剧形态展示典籍魅力，
以人物故事展示典籍价值，努力实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
化利用，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这正是
中国文化产业能够自立于世界的独特
精神标识和思想财富。

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关键在
于返本开新、守正创新。近年来，各种

新技术在文化产业广泛应用，改变着文
化产品创作和传播方式，催生出丰富场
景，积蓄着强劲动能。比如，敦煌研究
院推出“数字藏经洞”，通过数字孪生等
技术复原洞窟、文物，用户可在历史穿
越中观览源远流长的敦煌文化；三星堆
博物馆将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
实）技术运用于博物馆的文物还原，把
虚拟情景融入现实场景，为观众提供沉
浸式体验。运用科技赋能带动供给侧
和消费端深刻变革，激活更多文化资
源，将为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创造更多可
能性。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蹄疾步
稳，有效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展
望未来，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坚持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能持续激发创
新创造潜能，点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加速器”，实现产业做大做强和文化
传承发展的双赢。

点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崔妍

看到流行趋势，在今年初，廖春燕
选定在客流量最大的大唐不夜城周边
开了家汉服馆，店里500多套汉服，包
括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等各个时代，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也都能挑选到自己
满意的服饰。

“店开起来了，我去专门的培训学
校招聘、在网上发招聘信息，还让朋友
们推荐，想尽各种办法找到一些优秀
的妆造师，她们才是汉服馆的灵魂。”
廖春艳介绍，为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她更愿意将成本投入到妆造师上，而
随着大大小小汉服馆在西安兴起，好
的妆造师一人难求。

在西安朗图时代摄影造型学校，
毕业的汉服妆造师一直供不应求，甚
至有些汉服馆的老板自己来学习汉服
妆造。“每个月都有20多家汉服馆来我
们这里招聘，很多学生没毕业就找到
了工作。但正规培训学校出来的毕业
生毕竟有限，这也容易导致很多汉服
馆的妆造师技术参差不齐。”李颖说。

很多时候，李颖在景点看到一些

汉服妆容，从专业角度看很简陋，甚至
出现与朝代不相匹配的情况。“有些游
客虽然身穿华美的服装，但是有的妆
容画得很夸张，有的又过于现代，配饰
之类的也不相符，把汉服穿成了‘四不
像’，所以妆造师专业、系统学习历史
文化、朝代特色、穿法造型很重要。”

而同时，随着汉服市场的火热，培
训学校和妆造师们也纷纷顺应市场需
求不断进行创新。“汉服妆造主要面向

‘出街游’，以前是按照朝代分类，现在
也偏向于风格，如活泼可爱风、慵懒华
贵风等。”廖春燕说。

今年以来，汉服体验在网络平台
的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 307.9%，其中
西安、嘉兴、苏州、洛阳、南京是线上订
单量最多的前五大城市。另有数据显
示，2015~2021 年，我国汉服市场规模
实现了由1.9亿元到101.6亿元的激增，
预计未来仍有较大的上行空间。在李
颖看来，汉服文旅持续火热，不仅带火
了汉服妆造师等职业，也吸纳了更多
就业群体。

复刻“唐潮”，让古装梦照进现实
毛浓曦

穿上华美的汉服，还得配上与之相符的妆容才更有神韵和美感，而随着大大小小的汉服馆在西安兴起，好的妆造师更是一人
难求。在专业的培训学校，很多学生还没毕业就已经找到了工作。

8月13日上午，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与大唐芙蓉园之间的铜雀台汉服馆，一直有三五成群的游客进进出出。
“进店时一袭素人，经我们之手，出去时就是裙带飘飘、花容月貌的贵妃、公主了。”该店妆造师郭春燕正在为顾客做着发型头

饰。近两年，“穿最美的汉服、逛最唐的古都”大火，暑期又正值旅游旺季，这个100多平方米的汉服馆里，有10名和她一样的妆造
师正不断忙碌着。

沉浸游催热汉服妆造师沉浸游催热汉服妆造师

传递神韵和美感传递神韵和美感

“卧龙凤雏、幼麟冢虎，先生知道这
幼麟是谁吗？”

“这个我们得用排除法，他肯定不
是猪八戒，是姜维姜伯约。”

“你为什么把猪八戒排除了？”
“因为他不是三国的。”
不久前，在火爆全网的大唐不夜城

盛唐密盒表演现场，房玄龄、杜如晦扮
演者与穿着唐装汉服游客的现场问答
引来阵阵喝彩声。

这是西安近年来大力发展沉浸式
文旅的一个缩影，从一身盛唐服饰、手
拿摇扇的唐妞“不倒翁小姐姐”，到沉
浸式“唐潮”之旅长安十二时辰，再到

“盛唐密盒”新晋大唐明星“房谋杜断”
等，在西安街头，穿汉服没有丝毫的违
和感近乎成为游客们的共识。与此同
时，“汉服热”也带火汉服妆造师等职
业。

今年，从小喜爱汉服的郭春燕辞去

了护士工作，去专业的化妆培训学校学
了3个月的妆造设计，又在汉服馆实习
了1个多月，正式晋升为一名汉服妆造
师。“这份工作更容易有成就感，看到游
客被装扮得美美地，发自内心对我说声
谢谢，就很开心。”

8月3日，随着毕业设计作品顺利通
过，40多岁的李蓉正式从西安朗图时代
摄影造型学校毕业。来学校前，已有多
年化妆经历的她本就是行业的佼佼
者。“主要是看到近年来的流行趋势，也
想在学校系统、专业地学习汉服妆造，
包括各朝代的历史、服饰文化、妆面、发
型、配饰等，后面有机会还想再上高级
研修班，更深入地学习。”

在造型学校，和李蓉一样学习汉服
妆造的学员正越来越多。“以前我们一
年开2~3期，如今每月1期，甚至加开到
两期，期期爆满。”该学校校长助理李颖
不禁感叹。

“汉代比较流行曲裾，魏晋则比较
素雅，男士喜欢的多一些；唐代流行齐
胸襦裙，也是最受游客喜爱的，不过盛
唐妆容浓烈鲜艳，仅眉形便有40多种，
发饰也是最复杂的……”在西安广仁寺
对面的朝暮春汉服体验馆，妆造师马婷
正为来西安旅游的一家三口详细介绍
墙上的汉服。

遇到进店的游客，她不仅要讲解清

楚妆造的基础知识，不同时期的服装调
性与风格、妆容特征等，包括背后的历
史成因、文化意味，也都会帮游客分析，
再具体推荐服饰，最终在梳妆台前完成
妆容。

之前，马婷主要从事新娘跟妆工
作。今年，朋友开了一家汉服馆，本就
有化妆基础的马婷，在化妆学校上完古
风研修课后，便来店里做妆造师。

未来就业需求广阔未来就业需求广阔

“汉服的妆造更讲究神韵，在研修
班主要学习朝代起源、风俗习惯、盛行
妆容以及一些细节等课程。”马婷介
绍，比如唐代的特点是大气、富贵，妆
造就以红色等饱和度高的颜色为主，
饰品珍珠多，花钿也比较明显。

从汉服馆走出来，7 岁的小男孩
王宇轩激动不已，身着锦衣卫黑红

服饰的他专门给自己选了一把宝剑
挂在腰间，眉宇间的色彩点缀让他
更具英气。

“每一个来店里的游客都是落在
我生命里的光，让他们满意，体验到汉
服的神韵和美感，是我们妆造师的心
愿。”马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并配上
了几张游客挑选的汉服照片。

四 平 市 楹 联 家 协 会 自 成 立 以
来，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全市共有会
员 140 余人，对弘扬楹联文化起到了
组织保证作用。同时，楹联文化建
设有序推进，会员创作水平不断提
高，六年来，市楹联家协会共征联
6000 多幅，30 余人先后在省级以上
征联大赛中获奖，积极宣传楹联，写
好楹联。为此，市楹联家协会经常

性开展知识讲座、实地采风。参加
各级楹联书法展以及个人楹联书法
展，开展为群众写春联、送春联等活
动。在本协会搞征联的同时，积极
参加省级以上楹联竞赛。在市文联
的指导下，去年市楹联家协会对南
湖公园景点进行了全国征联，既弘
扬了楹联文化，又为南湖公园增加
了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为四平打

造文化强市增添了浓墨重彩。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分别为市

楹联家协会发展壮大提出好的意
见。市文联相关负责人对市楹联
家协会近年来的工作给予肯定，并
指 出 要 进 一 步 提 高 水 平 ，培 育 新
人，凝聚力量，打造品牌，组织会员
积极参加省级以上征联大赛。宣
传好、弘扬好楹联文化，助推市楹

联家协会更上一层楼。
座谈会在大家收获的喜悦中、意

犹未尽的深思中圆满结束。楹联文化
的普及任重而道远，市楹联家协会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四平的精神文
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天活动中，楹联家协会会员代
表还走进南湖公园开展采风学习活
动。

让楹联文化在英城传承发扬
四平市楹联家协会成立6周年花繁果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崔圣驰）8月27日，在四平市楹
联家协会成立6周年座谈会上，30余名楹联家代表共话我
市楹联发展历史，传承优秀文化，矢志将我市的楹联文化
名片打造得更加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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