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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今日中国”艺术周近日
在巴西举行，以音乐、电影、摄影
等艺术形式，向当地观众展现中国
当代艺术风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和民心相通。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场名为
“金钟之星”的中国民族器乐音乐会
在科帕卡巴纳海滩边举行，拉开了
艺术周的帷幕。当地民众与华侨华
人、中资企业驻巴工作人员共同欣
赏了这场由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民族
室内乐团带来的音乐会。面对热情
的巴西观众，中国艺术家演奏了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思乡曲》《十
面埋伏》《百鸟朝凤》等有代表性的
民族乐曲，并通过这些乐曲向巴西
民 众 介 绍 了 琵 琶 、 古 筝 、 唢 呐 、
箫、板胡等中国乐器。同时，巴方
乐团演奏了中巴两国经典曲目 《我
爱你，中国》和《飞机桑巴》。熟悉
的旋律在人群中引起共鸣，赢得阵
阵掌声。

作为 2024“今日中国”艺术周子
活动，中国电影节日前也在里约热
内卢启幕。《流浪地球 2》《峰爆》

《非诚勿扰 3》《最好的我们》《我和
我的父辈》 等中国影片与巴西观众
见面。“我们想把更加丰富的中国电
影带给巴西观众，展现中国文化的
独特气质，传递中国人的家国情
怀。”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
国影协副主席傅若清说。

今年是中国和巴西建交 50 周
年。2024“今日中国”艺术周巴西
站是庆祝建交系列活动“中国文化季”的组成部分。

中国文联副主席李屹表示，在中巴建交 50 周年之际，
中国文联将 2024“今日中国”艺术周的第一站放在巴西，

“以艺通心，相信艺术周系列活动将助力增进中巴两国人民
的相互了解”。

“今日中国”艺术周创办于2004年，是中国文联每年在
境外举办的品牌活动，以展示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发展成
就。20年来，艺术周足迹遍及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除巴
西外，2024“今日中国”艺术周还走进哥伦比亚，推出了
中国民族器乐音乐会、青海生态文明摄影展和厦门民间艺
术精品展等一系列活动。

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的公园广场、景点景
区、乡村文化礼堂、历史文化街区等地点举办的文
化活动中，经常活跃着文化下派员的身影。

文化下派员是越城区通过公开招募组建的一支
新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他们的工作是到指定
乡镇 （街道），配合乡镇 （街道） 策划、组织、开
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日前，越城区进行了2024文化下派员集中培训
活动。越城区文化馆邀请市文化馆原副馆长何青作

《扎根乡村沃土 建设基层文化》专题讲座，还邀请
专家和专业文化干部对文化下派员进行声乐、舞蹈、
新闻摄影和撰稿等专项指导与培训。

越城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相关培
训，旨在不断提升广大文化下派员的业务素养，通
过文化下派员制度推动基层文化建设，努力建设城
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越城区依托文化下派员等志愿者队
伍，联合 17 个镇、街道办事处和旅游景区，推进

“文艺赋美”工程，深入公园广场、景点景区、乡
村文化礼堂、历史文化街区等，开展常态化艺术展
演，让文艺不限于剧场、不囿于围墙，实现文艺感
和烟火气的有机融合。截至2023年底，越城区累计
开展“文艺赋美”活动 1.8 万多场，上传打卡视频
1.7万多条。

本报北京电（记者赵珊） 近日，由中共四川壤塘县委、
壤塘县人民政府主办的“文化原乡·福地壤塘—2024北京行”
活动在北京北海公园开幕。

壤塘，藏语意为“财神居住的地方”，位于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西部，是康巴、安多、嘉绒3个藏族支系的
聚集地，自然风光秀丽，文化资源丰富。此次展出的80余
件非遗精品和200余件非遗文创产品，涵盖唐卡、铸铜、刺
绣、陶瓷、石刻等多个领域，充分体现了壤塘深厚的文化
底蕴。

据悉，壤塘县近年来通过深入挖掘非遗资源的商业与
产业化潜力，积极探索“非遗+”发展模式，以文化促发
展，现已建成壤巴拉非遗传习创业园，集中保护、传承、
弘扬和开发包括唐卡、藏医药、陶艺、藏纸等在内的16个
非遗项目。

此次展览是壤塘非遗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一
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活动期间还
将举办多场文化讲座、非遗技艺展示、地方美食推介等，
让北京市民和中外游客更深入地了解壤塘，体验来自壤塘
的民族文化盛宴。

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
文献纪录片《从瑞金出发》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该片由江西广播电视台、赣州市委宣传部、北京前
锋视线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播出后受到观
众好评。该片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辟中央
苏区、开展伟大土地革命、浴血保卫胜利成果、探索建
立红色政权的历程。

据介绍，该片创作历时 3 年多，导演组进行了大量
田野调查，拍摄团队跨越十几个省区市拍摄素材，采访
了许多党史专家，累计行程超过2万公里。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该片以史诗般的宏大格局和磅
礴气势，再现了当年澎湃的历史洪流，全面生动地反映
了中央苏区的完整历史。

国家广电总局理论文献片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金德
龙说，《从瑞金出发》史料权威，人物有血有肉，故事生
动感人，揭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解说和点评
精彩独到，给观众以启迪。

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赵捷认为，从大历史
中撷取细节和故事，将个体的人生轨迹与中央苏区的历
史进程紧密结合，是 《从瑞金出发》 的特色之一。该片
主创综合运用纪录片视听语言完成历史的活化，将党史
故事娓娓道来，打动了观众。

中国社科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认为，该
片以深入扎实的研究态度体现出较强的接地性，以白描
手法对党史内容进行工笔画式的复现，赋予宏大的历史
叙事以细腻的情感描绘和深刻的美学意蕴。

本报电（裴秋菊） 城市已经成为文旅消费新场景的孵
化器，文旅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日前，“以文旅
之名 赴城市之约”首届城市文旅创新对话会暨首旅旅行与
蓝色智慧品牌发布在北京举办，政府、产业、学术方面相
关领导、专家为城市文旅产业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帮助相
关政府、企业进行资源盘整和对接。

大会由北京首旅旅行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首旅旅行”）
主办，该公司执行董事刘达表示，发展城市旅游要深入城
市特色文化场景，创造性地利用城市优势文化资源禀赋，
实现城市的文化内涵、生活要素与消费体验的创意结合，
创新旅游业态和体验方式。

大会发布了“首旅旅行X”品牌，该品牌聚焦“文化+
旅游”“演艺+旅游”“赛事+旅游”“冰雪+旅游”“庆典+旅
游”“研学+旅游”六大板块，已孵化出串联贯通赛车体育
竞技的“+汽摩运动”冬季飘移产品，与头部艺术生产机构
联合孵化出“+艺术”产品“爱乐宝贝计划”，与国家杯棋牌
职业大师赛联动推出“+智力体育”的体旅深度融合产品。

在大会的城市推介环节，天津市蓟州区，江苏省扬州
市，山东省青岛市、曲阜市、德州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牙克石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墨玉县等就当
地文旅资源进行专题推介，助力城市孵化更多兼具文化和
旅游特色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

城市文旅创新对话会举办城市文旅创新对话会举办

四川壤塘非遗文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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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2021级的陈翰如。这次能
够登上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开幕盛典的舞台，
跟知名主持人同台主持节目，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
战。在他们热心的教导下，我逐渐克服了内心的恐
慌。今晚能和现场的嘉宾、同学们一起享
受这场盛会，我感到既幸福又自豪。”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2020级的赵怡
霖，在开幕盛典上和一位来自福建理工大学
的男生一起演绎由我自己作词的《奔跑者》这
首歌。歌曲塑造了当代青年奋力拼搏的群
像，他们有的参军报国，有的下乡支教，还有
的深耕学术。我用这首歌曲向青年人致敬。”

“我是来自闽江学院 2021级的吴友泰。
在开幕盛典上与相声演员李云飞、叶鹏共同
演绎《福州直播》这个节目。我学的是表演专业，
两位老师的职业精神、表演技能和临场经验让我受
益匪浅。”

3 月 22 日晚，由中国文联、中国视协、中国传
媒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

（以下简称“大视节”）开幕盛典暨“放飞梦想”青春
歌会在福建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举办，数十位艺术
家、影视演员代表和全国20多所高校的3000多名
大学生现场互动、表演。参加演出的一些大
学生这样向记者道出心声。

中国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董涛
说，本届大视节主题为“强国有我 青春有
为”，以“大学生欣赏、大学生创作、大学生参
与”为特色。自去年落户福州以来，大视节的
活动影响力、人员参与度、行业认可度、社
会美誉度再次迈上新台阶。

“青春化书写”成潮流

“精品的崛起，仰赖时代的托举，更寄希望于年轻
一代从业者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超越创新。”中国传媒
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张树庭说。

近年来，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对影视创作产生了日
益重要的影响，也深受年轻人关注。在3月23日上午举
办的电视精品创作交流活动中，专家和业内人士对此
进行了热议。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院长
王雷在主旨发言中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目前影视领
域的最关键变量；2024年也注定是决定影视行业未来的
转折时刻。”这引发现场听众深思；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戴
莹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在爱奇艺影视策划、开发、
制作、宣发等方面进行了应用，一些成果令人刮目相看。

当下，青春化书写是影视作品的潮流，也是进行
新突破的路径。纪录片 《中国》 制作人李东珅表示，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相当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如果
想获得年轻人的认可，就必须竭尽所能，让作品成为
自己当下创作的天花板”。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容制作
部轻舟团队负责人、电视剧 《三体》 制片人汪悍贤
说，《三体》 剧本研发的4年里，创作团队通过对大学
生群体等年轻人的调研，决定忠实还原原著，并且注
重表现书中蕴含的哲学思考和东方文化内涵，所以才
能取得今天的良好口碑。

大学生作品绽放光彩

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作品 《地里长出好光影》 讲
述一位陕西农民多年坚持拍摄纪录片的故事；来自中
国传媒大学的作品 《向山海走去之潮汕奇谭》 洞察潮
汕地区的沧桑变化，采用奇幻手法讲述民俗故事；来
自澳门科技大学的作品 《缺席的乐团》 表现一位年轻
摇滚歌手继承父亲的遗产——一家养老院，并组织了
一支老年乐队……

“绽放”主题大学生创作扶持活动面向全国高校在
读大学生征集创意文案，需具备内容梗概、拍摄计
划、费用预算、执行团队等信息。最终，包括这3部作
品在内的5部风格各异的作品，从征集到的263部作品
中脱颖而出，进入本届大视节现场提案路演。

活动现场，每个作品创作团队的代表对各自项目
做了详细介绍，他们的作品让评委感到惊喜。福建师
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岚说：“每位同学都像有经
验的策划者，他们的能力和水平超出我们的想象。”中
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
中心主任何苏六说：“大学生的影视创作已经崛起。大
视节给大学生提供的这个舞台非常难得。”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杨乘虎表示，希望这些作品
得到各方支持，将来能真的出现在音视频平台上。

此外，本届大视节还征集到大学生原创作品 1600
余部，总体质量和数量都比上届有所提升。青年学子
通过影像和创意作品，绽放了青春光彩。

艺术家和学子撞出火花

3 月 24 日上午，《大闹天宫》《哪吒闹海》 等经典
动画作品片段在福州闽江学院一间会议室重现。中国
动画学会会长马黎以 《气韵生动，美美与共》 为题，
和现场师生一起回顾中国动画1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重温经典，引发师生们的极大兴趣。

这是本届大视节“艺术家进校园”的第二场活
动，马黎和动画片导演曾伟京与师生们进行了交流。

“这些‘有根、有美、有为、有魂’的经典作品值
得反复欣赏，我们应该不断加深对故事内涵的理解，
感受中国动画的艺术魅力。”马黎说。

曾伟京曾作为总导演，带领约360人的团队，拍摄
了52集中外合拍动画片《熊猫和小鼹鼠》。她对中外文

化观念的差异、国外的审片细则、人才对一个项目的
重要性等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这些从创作实践
中获取的经验和心得，让她的分享生动有趣。

3月23日下午，音乐制作人孟文豪也在这里就“歌曲
创作中如何选择风格定位”与青年学子展开交流对话。

两场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互动环节，专家们热
情为学生答疑解惑，活动结束后，有的学生仍意犹未
尽，带着自己的作品和创意继续向专家请教。

推动青年创作者前行

最近这一年，当代大学生最喜爱的电视和网络视听
艺术精品有哪些？本届大视节发动全国上百所高校2.2
万名大学生投票，再经专家评审，遴选出2023年度电视
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动画片、公益广告5大类、55
部作品，包括《繁花》《百年巨匠·蔡元培》《2023江苏
卫视跨年演唱会》《到！》《青蛙王国之极限运动》 等。
在 3 月 24 日晚举行的闭幕式上，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
界的代表向全国大学生推荐了这些作品，同时还推荐
了 9 部大学生原创影像作品、3 部“绽放”主题大学生创
作扶持作品和3部“奋进青春”大学生主题演讲作品。

演员丁柳元参加了本届大视节开幕盛典和闭幕式
的演出。她说：“每次跟大学生们站在一起表演节目，
都能感受到涌动的青春热潮，使我的表演更有激情。”

主持人白岩松从第二届大视节起就与之结下不解
之缘。他说，自己这一代人应该为更多年轻人创造机
会，“期盼今天的获奖，能成为推动青年创作者前进的
力量，让他们越努力越幸运”。

“大视节是一个充满希望、礼赞青春的舞台。”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阎晓明表示，希望全国大学生
更多地参与到电视节目和网络视频中，做屏幕上的主
角、屏幕后的主力、屏幕前的主流。

一个充满希望 礼赞青春的舞台
——记第十二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

本报记者 苗 春

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的艺术家在巴西里约
热内卢演出。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有史有诗 有血有肉
纪录片《从瑞金出发》在京研讨

文 依

文化下派员在景区表演。 越城区文化馆供图文化下派员在景区表演。 越城区文化馆供图

图①：“绽放”主题大学生创作扶持部分作品海报。
中国视协供图

图②：开幕盛典现场。 中国视协供图
图③：“艺术家进校园”活动中，专家和同学们交流。

中国教育电视台供图
图④：电视精品创作交流活动现场。中国视协供图

②②

④④④

①①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