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南宁8月16日电“2020
中国力量战‘疫’短视频影像展映周”
15日在广西梧州市拉开帷幕。来自
全国各地的1600余部影像作品，以
独特的光影艺术形式，记录并见证了
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辛
历程，向抗疫英雄们致敬，为中国战

“疫”加油。
本次展映活动由中国文化信息

协会国际影视文化交流专业委员会、
梧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举办，共
征集纪录片、宣教片、短视频等各类

战“疫”影像作品 1600余部。医护
人员白衣执甲无畏逆行，人民军队
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党员干部日夜
坚守防控一线，热心群众捐资捐物
不留姓名……参展影像作品中的一
个个感人故事，让观众再次感受到疫
情肆虐之时，中国人民上下同心、合
力抗疫、共克时艰的伟大精神。

“年轻护士脸上满是口罩勒痕，
医生与年幼的女儿隔空拥抱，火神山
医院仅用10天就拔地而起，社区网格
员身上挂满药袋为居民送药，影像作

品让这些瞬间变成永恒。”参展作品
作者张雷说，“抗击疫情不仅是全体
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也将激励我们
在奋斗的道路上无畏坎坷，勇往直
前。”

展映活动评委会负责人冷冶
夫说，疫情期间，各类影像作品在
及时传递权威信息、缓解公众焦虑
情绪、传播疫情防控知识和传递正
能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
体现了移动互联时代影像传播的
力量。

1600余部影像作品展在广西梧州开幕

再现中国战“疫”历程

近日，园林文化类户外综艺《我
在颐和园等你》在北京卫视播出，引
发观众热议。作为中国现存最大的
皇家园林，颐和园是清代皇家的生活
休闲之地，除建筑古迹外，更有“十里
青山行画里，双飞百鸟似江南”的秀
美景色，既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也充满了强烈的日常生活气息。

为了把这样一座带有浓浓京味
的旷世园林以综艺节目的形式呈现
出来，《我在颐和园等你》以全新的剧
情式推进节奏，邀请前辈艺术家张国
立和优秀青年艺人郑爽、尹正、王子
异担任颐和园苏州街“干事”，加入苏
州街升级工程。在整季节目中，嘉宾
们围绕不同的主题和任务，品味颐园
雅趣，感受生态美景，在颐和园秀美
的山水中，体验别具一格的“颐”式生

活，品味新时代的青春意趣。
作为一档文化类综艺节目，《我

在颐和园等你》凸显了综艺是形、文
化是魂的创作理念。每期节目通过
嘉宾的游园和闯关活动，同时穿插
极具美感的舞美曲艺表演环节，把
颐和园内每处景致背后的深厚历史
文化逐一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节目形态上，《我在颐和园等你》
延续了此前“内容创新+衍生文创”
的节目模式，更加注重文化创意的
外延，从特定产品延伸到苏州街主
题店铺的设计和升级改造，最终目
的是要通过生态赋能线下实体，打
造潮力十足的“文化网红体验店”和
打卡地标。在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走进颐和园的同时，以苏州街店铺
为基础，在电商平台上开设线上店

铺，让充满“颐式感”的创意产品融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年轻人打开
了“颐”式生活的大门。总之，以前
辈带晚辈的嘉宾组合展现朝气蓬勃
又不失厚重底蕴的人设气质，以饶
有趣味的闯关式解码让逛公园变成

“夺宝奇兵”，以文创模式助力文化
遗产升级和打造“青年文化新地
标”，是该节目的三大亮点。

从近几年文化综艺节目创作的
趋势来看，《我在颐和园等你》延续了
把综艺和“国潮”文化相结合的创作
理念，是本土综艺制作机构着力挖掘
传统文化资源，以年轻态和娱乐化的
生动形式，将古建筑、传统艺术、民间
工艺、民族文化等宝贵资源转化为青
年观众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的最新
尝试。 （新华网）

户外综艺《我在颐和园等你》热播

将“国潮”融入秀美山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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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慰问演出现场。 资料图片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伴随着中国儿童
剧场内百余名观众齐声喊出“我们在一起”，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出8月15日再次拉开帷幕。
亲子音乐剧《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儿童剧《宝
船》当日上演。

据介绍，为了让观众安心进剧场、舒适看演
出，中国儿艺邀请北京东城蓝天救援队对包括中
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在内的剧场内外进
行了全面消杀工作，并对座椅椅垫、儿童专用增
高垫进行了拆卸式消毒清洗。票务中心、检票口
等位置放置了符合儿童身高的消毒免洗洗手液。

与此同时，中国儿艺还将演出拓展至国家大
剧院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美德的大型儿童剧《宝船》、探讨母爱和生命意
义的亲子音乐剧《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根
据瑞典经典作品改编的家庭音乐剧《皮皮·长
袜子》、展现安徒生原汁原味童话的儿童剧《小
美人鱼》、充满童趣与温情的童话剧《小蝌蚪找
妈妈》纷纷上演，给小朋友带来多样化的选择。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欣赏精彩演出，中国儿艺自
8月28日起，每周五晚在中国儿童剧场增加一场演
出，每周日晚在假日经典小剧场增加一场演出。

目前，中国儿艺最新创作的关注视障人群的
原创儿童剧《听见梦想》正在积极排练中，将于国
庆节首演。

儿童剧《宝船》剧照。 资料图片

中国儿艺重启剧场
儿童剧《宝船》等上演

新华社兰州8月16日电“涨海推舟 千帆竞渡——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大展”8月15日在莫高窟开幕。这是
南海出水文物首次在大漠戈壁中的甘肃敦煌亮相。

据介绍，展览分“礁起礁没”“帆起南溟”等四个板
块，展出了以“华光礁Ⅰ号”水下考古发掘为主的出水文
物及展品240余件（套），展现了南海海洋文明和海上丝
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展览还以VR直播的形式在网上
呈现。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敦煌与海南分别是古代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展览将进一
步弘扬丝路精神。

此次展览由敦煌研究院与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主办，海南省博物馆承办。展览将持续至2020
年10月15日。

南海出水文物亮相敦煌

南海出水文物在敦煌的展览现场。 资料图片

新华社兰州8月16日电 近日，在甘肃省白
银市靖远县三滩镇的古道大兵道，当地人新发现
一处古代岩画点。当地地方史地研究者表示，多
处已发现的岩画点为古代游牧民族在黄河流域
生活提供了有力佐证。

据介绍，古道大兵道地处黄河中上游西岸，
在靖远县城以北三十多公里处。本次发现的岩
画，坐东面西，有两个板块，距离黄河500多米，
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清晰可见图像近30个。画
面中既有束腰穿袍裙的人像、拉弓射箭图等，也
有马、羊、鹿等动物。

靖远县地方史地研究者何璞瑜表示，这些岩
画风格写实，图像简洁、多变，形象生动地反映了
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景、衣着打扮等。

“大兵道是古时屯兵牧樵之地，也是河西走
廊的重要通道之一。”何璞瑜说，史料记载，在战
国以前，北方少数民族戎人、羌人曾长期占据靖
远及周边地区。靖远三滩一带依山面河，是北方
少数民族的理想游牧之地。

据了解，本次新发现的岩画点是近年来大兵
道发现的第4处岩画点，也是靖远发现的第9处
岩画点，为研究我国西北地区古代的历史文化、
生产方式和地理变化等，提供了形象史料。

甘肃靖远新发现岩画点
为古代游牧民族
黄河流域生活提供佐证

新华社拉萨8月16日电“我
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
上……”15日上午，《北京的金山
上》等经典曲目回响在拉萨市曲水
县才纳乡四季吉祥村上空。这是中
央歌剧院文艺小分队在西藏的最后
一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慰问演出活动。

尽管下起了毛毛细雨，现场观
众仍旧情绪高涨，纷纷向演出人员
献上洁白的哈达。一曲唱罢，演出
人员的脖子上已被挂满了哈达。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
和旅游部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开展的文化惠民活动，旨在为奋战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加油
鼓劲。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
定于今年上半年赴西藏的演出推迟
到了8月。

“我们抽调了11位优秀的歌唱
家，涵盖了4个声部，每个声部还有
不同的音色，为的就是让观众有更
丰富的视听体验。”中央歌剧院演出
处处长梁寒说。

据介绍，这是中央歌剧院首次
组织歌唱家到西藏进行慰问演出，
高海拔的低氧环境对于歌唱家来说
是不小的挑战，许多在平原地区一
口气可以唱完的歌曲，在这里需要
换三、四口气才能唱完。

“到拉萨后，我们的成员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中央歌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尤泓斐说，“但我们还
是克服了困难，尽心尽力完成整场
演出，为西藏人民带来最好的体

验。”
从8月12日到15日，中央歌剧

院还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小剧场及
拉萨堆龙德庆区进行了演出，并首

次为自治区专业演员、学校音乐老
师以及社会各界的音乐爱好者开展
了声乐大师课，与西藏群众面对面
交流音乐、感受音乐。

为西藏人民带来最好的体验
中央歌剧院首次在西藏开展慰问演出

近日，电影《通往春天的列车》宣布改档9月17日，并
发布一款改档海报。该片由青年导演李骥执导，李岷城、
任素汐等实力派演员出演。该片以黑色幽默喜剧的方式
讲述了在火车配件厂工作的小镇青年李大川（李岷城饰）
因意外事件被当作小偷当场抓获，使本来要被工厂买断
工龄的他失去了4万元的补偿款。为自证清白，李大川
被迫过上一边找小偷、一边为生活四处奔波的日子。

本次发布的改档海报中，李大川夫妻二人抬头看着
“晚点”的列车时刻表，脸上带着期待和幸福的笑容，他
们在等待着第一趟去往春天的列车，虽然列车晚点，但
终究会到达。列车车灯照亮“晚点见，更温暖”的希冀。

（新华网）

《通往春天的列车》
改档9月17日

《 通
往春天的
列车》改
档海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