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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欢喜》方一凡转战《声入人心》

8月31日，在福州朱紫坊，龚富英在介绍用茶
渣、茶叶和茶末作成的茶画。

1983年出生在福建周宁的龚富英从小酷爱艺
术创作，他2005年从厦门学成后到莆田等地学习
油画，2013年回到家乡周宁创业。

2018年3月起，龚富英尝试利用茶末、茶渣、茶
叶作为原材料，以家乡周宁县的鲤鱼溪、九龙漈等
美丽风景为内容，研究创作茶画文创产品。“这种画
不单可以用茶末来作画，还可利用喝剩的茶渣晒干
处理后进行制作，以及将茶末、茶叶染色后混合创
作。不仅变废为宝，而且能让作品更有立体感，让
茶画更具吸引力。”龚富英说。 新华社发

福建：变废为宝的茶画

9月1日，参观者在“洛阳三彩艺术作品巡展”首展
上拍摄展品“唐三彩三花马”。当日，“洛阳三彩艺术作
品巡展”首展在位于郑州的河南博物院开展，300件展
品集中亮相。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兰州9月1日电 由敦煌研究院等单位联
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昨日在
敦煌国际会展中心首映。纪录片以亚洲文明对话为题
材，向人们展现了不同文明之间命运相通、文化相通、艺
术相通的奇妙关联。

据介绍，该纪录片历时两年完成，由敦煌研究院院
长赵声良担任学术主持，分为《丝路双骄》《余响千年》上
下两集，总时长100分钟，体现了“一带一路”的文化底
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

敦煌研究院介绍，敦煌莫高窟和柬埔寨吴哥窟都是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而形成的两座艺术高峰。用纪录片
的方式，让“两窟”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具有
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目前，敦煌研究院与吴哥窟的
文物修复合作项目已全面展开。

大型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
的对话》在敦煌首映

“洛阳三彩艺术作品巡展”
首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

湖南卫视《声入人心》第二季截至目前
已经播出过半，本周五即将迎来全新的特
别公演舞台。节目中，廖昌永将与张英席、
赵越一起合唱，同时，“顶级唱将”张惠妹将
搭档郑棋元、董攀，尚雯婕与徐均朔、何亮
辰组合，三大“神仙”组队着实令人向往。
此外，《小欢喜》中方一凡的饰演者周奇也
将再次登上舞台。

前几日，热播剧《小欢喜》中方一凡的
扮演者周奇在戏中终于走上了艺术之路。
剧中的方一凡学习不太好，是一个经常让
父母操心的“熊孩子”，而剧外的周奇，却是

“别人家的孩子”。虽是刚刚成年，他的演
艺经验却很丰富，从小学习舞蹈和声乐，幼
时就参加了不少节目和比赛，在少儿频道
的《快乐大巴》《天生我才》《天才童声》等节
目频频亮相。周奇首次触影，便是参演周
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天台爱情》，戏份虽
然不多，但回忆起往事周奇乐不可支，“又
唱又跳还能看周杰伦拍戏，真的特别酷”。
误打误撞当上演员后，《芈月传》《海上牧云
记》《老男孩》等作品则让观众渐渐熟悉了
这个活泼逗比的快乐男孩。

他说自己和方一凡有点像，“戏外的

话，我有时候安静，有时候比较猴。和磊儿
相比的话，在戏外他更猴一点。”周奇透露，
演完这个角色之后对自己有很多影响，比
如“以前我说话没那么快，演完方一凡之后
说话变得特别快，而且偶尔也变得更皮
了”。拍戏之外，周奇还曾就读于中国音乐
学院附中美声专业，也像方一凡一样，以音
乐剧专业为艺考目标。他师从刘岩，在《声
入人心》第三期节目，师徒二人共同演唱了
《王二的长征》的曲目《疼》，获得了三位出
品人的一致好评，刘岩也夸赞这个学生“对
待音乐非常真诚”。 据新华网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于8月26
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首播。该剧由贵州
省委宣传部出品，是贵州省文艺精品创作重点项目。

《伟大的转折》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
视剧首部展映剧目，深入挖掘题材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
值，深入挖掘遵义会议实事求是、修正错误、独立自主、
坚定信念、务求必胜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意义，以电视艺
术形式再现中央红军在贵州各族群众的拥护和党的地
下组织支持下，转战贵州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伟大
转折的艰辛历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

该剧以红军长征为背景，全面呈现了黎平会议、猴
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突破乌江、四渡赤水等场
面，展现出恢弘如史诗般的故事。

《伟大的转折》集结了侯京健、许敏、王韦智等众多
实力派演员。其中，演员候京健在剧中饰演的毛泽东至
情至性，临危不惧，挥斥方遒，指点江山；饰演周恩来的
许敏秉承着自身正直刚毅，大公无私、硬朗不失柔情的
气质，将睿智儒雅的共产党员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观
众；饰演朱德的王韦智将朱德高风亮节、大智大勇的人
物形象诠释得入木三分。此外，更有马晓伟、井畅、文馨
等实力演员加盟。 据新华网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
央视开播

左图为1970年，同在北京牛街回民小学上学的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由左至右）身穿当时最流行的绿军装在天安
门留影，那时她们中最大的11岁，最小的10岁；右图为近40年后的2009年，已退休的马惠云、陈桂苓、周金华、何俊霞（由左至
右）再次在天安门前留影。 新华社发（黑白照片为资料照片）

距离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还有一个
月，北京碧空如洗、阳光灿烂，天安门广
场上拍照留念的人比比皆是。中国人有
深深的天安门情结，因为70年前在这
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向
世界宣示，中国人终于将自己的命运紧
紧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
了新篇章。

50多岁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家黑
明，长期跟踪拍摄天安门前人物肖像。
他从镜头里看到了太多值得铭记的时
刻。

“新中国成立之初，照片中的主人
公，稍显拘谨、内敛甚至呆板。”黑明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变得愈发神采飞
扬、开朗外向、自信从容，笑得更灿烂、神
情更自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薄弱的
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制约发展。

“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国在万里长江
上修建的第一座桥梁。”中国中铁大桥局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文武松说，“此后的
几十年间，我们不仅建造了3000多座大
桥，而且不断创新桥梁施工工艺，为提升
中国桥梁建设效率做出贡献。”

许多人或许无法想象，短短几十年
间，中国就实现了从“跨越天堑”到“通江
达海”。中国建桥队伍走向世界各地，一
座座“中国造”桥梁在“一带一路”沿线拔
地而起，世界桥梁建设的速度因此不断
被刷新。

架桥、修路、铺轨，来自中国的基建
队伍联通了世界：在马尔代夫，跨海大桥
连通岛屿；在黑山共和国，高速公路穿越
群山；在莫桑比克，非洲超大悬索桥马普
托大桥飞架天险……

物理空间上的桥梁架起人们心间的
桥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
量。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1978年，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在中
国，一部分人逐渐先富了起来。

富起来，是中国人的共同心声。改
革开放40多年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感天
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70年前，中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仅相当于近年来一天的产值，彼
时，中国GDP仅占全球4.5%，人均预期
寿命仅35岁，文盲率超过80%……

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
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
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所
取得的成就，令世界惊叹。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的农业
发展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
就，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近20%人口，成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
署的重要捐赠国之一。解决如此多人
口的温饱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
贡献。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改变了自己，
也改变了世界，中国经济增长为全球带

来巨大机遇。”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份报
告说。

2013年，深山掩映的湖南十八洞村，
村民们仍挣扎在贫困线。直到中国政府
吹起“精准扶贫”的号角，这个中国“精准
扶贫首倡地”如今面貌一新。

村民依托独特自然环境，因人施策
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养殖、苗绣和
劳务输出五大支柱产业。十八洞村百姓
的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涨
到2018年的12128元。

十八洞村只是中国7亿多农村贫困
人口摆脱贫困的缩影。贫困地区经济社
会长足发展，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
著改善，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
国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
章。

今日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世
界舞台的中央，有足够的底气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数十年来，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推进高水平开放成为广泛的共识，
中国自由贸易区队伍再添6员扩容至
18个省份。中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城市北京近日发布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八大重点领域开放改
革三年行动计划，在落实新一轮试点
177项任务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聚焦在
科技、互联网信息、金融、教育、文化旅
游、医疗和养老、专业服务等服务业开

放重点领域。
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董振华

说，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实践中不断丰
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集中体现了
人民自信的品格，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
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物质力量。

传统文化热度持续增长，文化认同
与日俱增。文艺创作者充分挖掘传统文
化内涵，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从小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连
环画的农民画家熊庆华，长大后将中国
乡村元素与西方油画结合，受到中外收
藏家欢迎。因画作色彩浮夸、构图立体，
他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毕加索”。

对于观众的评价，熊庆华表示：“我
还是想做我自己，形成独一无二的风
格。”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
伐在加快。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
推进，以中国特色、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
的国产影视作品，正以更加从容的姿态
走向国际舞台，展现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喜欢“走出去”。
2014年，中国出境游人数首次超过1亿
人次。人们出境旅游也不再只是买买
买，而是更多体验海外风情。

中国的“新气质”也正吸引越来越多
的外国人来华学习、工作甚至定居。
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 50 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中国

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
年届花甲的英国印刷专家贝内特去

年获评“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
外国专家”，并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与
中国结缘的十几年间，他在与中国科研
人员的创新合作中实现了自己的“创业
梦”。

他和“中国合伙人”攻关的绿色印刷
技术取得重要进展，今年将投入市场，为
印刷行业提供更为节能环保的产品。而
他正在申请中国“绿卡”。

“和美国、欧洲的一些投资人相比，
中国人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比较高，对于
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比较开放。我的未来
就在中国，它的开放与包容深深吸引着
我，我希望在这里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创
造更节能环保的未来。”他说。

改革开放40年来，累计有数百万人
次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工作，在推动中
外科技文化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方
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计民生相关
的多个行业和领域里，都活跃着外国专
家的身影。

“伴随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中国气
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人民散发出不卑
不亢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是最具有吸引
力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
俊萍说。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自信 担当 善为 包容
——70年砥砺奋进历程刷新中国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