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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一曲琴、泡一盏茶、行一次
香、插一瓶花……11月 26日，在古
琴、茶艺、香道、花艺展示中，遵义
市新文艺群体座谈会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新文艺群体交流活动基
地在位于新蒲新区湿地公园内的
王兵古琴工作室正式成立。

锻造新时代文艺的生力军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
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
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
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
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
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
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
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
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
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
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
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
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由此，“新文艺群体”一词进
入人们视野，其发展势头锐不可
当，成为不可忽视的文艺新力
量。何谓新文艺群体？除了网络
作家、签约作家，还包括文创艺术
设计者、非遗传承人以及以文艺
沙龙、读书会、国学班、传习所、茶
艺社、琴画苑等形式聚集起来的
各类文艺群体。

近年来，在遵义市文联的组织
和引领下，我市新文艺群体顺应社
会对文化艺术新需求的期待，以服
务人民为宗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艺术供给为根本，结合各自的兴
趣爱好和艺术专长，形成了一大批
新型文艺形态和类型，如文博艺术

类、文旅融合类、演艺服务类、艺术
培训类、传统工艺类、创意设计类、
当代艺术类、影视传播类等类别。

新文艺群体整合了跨地区、跨
行业、跨类型、跨层次的文化艺术
资源，具有灵活的资源配置优势，
成为推进全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
要生力军。尤其是在此次我市抗
击疫情阻击战中，新文艺群体积极
投入创作，在音乐、微视频、曲艺、
摄影、剪纸等领域，掀起了“文军抗
疫”的热潮，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增添了力量，展现了文艺人的责
任与使命担当。

为进一步加强对新文艺群体
的联络服务，拓宽联系服务渠道，
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机制，形成对新
文艺群体开展有效服务的工作格
局，11月 26日，市文联举行新文艺
群体座谈会，并在位于新蒲新区湿
地公园内的王兵古琴工作室挂牌
成立新文艺群体交流活动基地。

王兵是贵州省著名斫琴家，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新文艺群
体的一员。他说：“10多年来，我
和我夫人付敏一直从事古琴文化
传播事业。我们以古琴文化为桥
梁，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学习琴棋
书画，倡导高雅、积极健康的生活
方式。”

“在这个广阔的平台上，新文
艺群体之间可以进行良好互动、融
合、合作，促进文艺创作、交流、发
展。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推动全市
新文艺事业蓬勃发展。”遵义市文
联副主席孔红告诉记者。

呈现百花齐放的文艺新业态

新文艺群体是新时代文艺生

产的生力军，既是文艺消费者也是
文艺生产者，更是文艺新业态的创
造者。

新文艺群体从业人员多来自
基层一线，创作的成果更加多元
化。如，“山村小木匠”安旭的工艺
品、贵州东方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导演伍俊杰的微电影、公
益MV等，都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新文艺群体积极关注社会
变迁、关爱弱势群体，通过文艺
作品的创新和展播，有效调和、
化解社会矛盾，特别是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如由我市新文艺群体
工作者叶彦岑和梁建勇实施的

“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文创项目，

带动了社会就业。据不完全统
计，平均一个新文艺组织可以带
动 30人就业。

此外，我市新文艺群体工作
者还通过各具特色的文化艺术
活动，弘扬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如古琴文化、非遗独
竹漂、“泥牛黄”泥塑以及茶文
化、香文化等，都得到了推广和
展示。

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加大对新文艺群体的团结引
领力度，搭建文联系统“文艺两新”
工作交流平台，形成上下联动机
制，努力为新文艺群体的成长和发
展铺路筑石，推动遵义文艺工作再
上新台阶。

（记者 向婧/图文）

新文艺新力量 新时代新发展
遵义市新文艺群体茁壮成长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日，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 2020—
2021年度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免费
开放绩效考核结果，遵义会议纪念
馆、四渡赤水纪念馆被评为免费开
放优秀单位。

遵义会议纪念馆是为纪念遵
义会议而建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 21个革命纪
念馆之一，于 1955年 10月正式对
外开放。

近年来，该馆抢救性征集革命

文物资料。通过走访革命前辈后
代、兄弟场馆、民间收藏人士等途
径，利用一切资源，广泛寻找收藏线
索，向社会各界征集、到兄弟场馆复
制借用等手段，共新征集革命文物
及历史资料2000多件，使遵义会议
陈列馆得以有物可陈、有史可讲。

该馆通过对革命文物资料精
神和故事的研究和挖掘，让文物资
料“开口说话”，做到见物、见景、见
史。通过综合运用文物、图片、模
型、雕塑、景观等多种形式，提高革

命文物展陈水平，提升文物资料在
陈列中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通过整合文物资料，延伸文物
资料的生命力、影响力，拓宽教育
广度，弘扬红色文化。

2007年，四渡赤水纪念馆建成
开放，2009年 5月成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是贵州省第二批
免费开放的纪念馆。

2020年 12月，该馆晋级为国
家一级博物馆。该馆坚持以高质
量发展为工作目标，开展好四渡

赤水红色文化研究、文物保护利
用、陈列展览数量与质量提升、文
创产品研发等一系列工作，实现
了“长板更长、短板变长”的工作
成效。

随着科技发展，该馆通过VR
虚拟技术，把展馆“搬”到网络，让
观众通过移动设备进行沉浸式观
展，线下展览中也充分利用科技手
段，展现激烈的战斗场景。力争用
更多的新技术、新媒体讲述永不褪
色的红色故事。

遵义会议纪念馆 四渡赤水纪念馆
获评全省免费开放优秀单位

本报讯 （记者 向婧）为
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激
发幼儿读书的兴趣，拓宽幼儿阅
读的知识面，培养幼儿爱读书、
多读书、读好书的好习惯，近日，
遵义市图书馆走进红花岗区第
一幼儿园和汇川区中心幼儿园，
开展“送书进园”活动。

此次“送书进园”活动是该
馆组织开展的“书香遵义·全民
阅读”系列活动之一。该馆幼儿
图书借阅室工作人员精心挑选
了400册幼儿图书，包含红色经
典、日常安全教育、童话故事、动
物世界、亲子、科普知识、幼儿习

惯养成等系列的书籍，种类丰
富，贴近幼儿生活，符合幼儿年
龄特点。

在“送书进园”过程中，该
馆相关人员参观了两所幼儿园
图书角、图书阅览室，围绕幼儿
图书管理以及如何培养幼儿良
好的读书习惯等工作，分享了
经验。两个幼儿园负责人表
示，将充分利用好图书资源，定
期开展好适合幼儿的阅读活
动，积极培养幼儿养成热爱读
书的好习惯。

图为送书现场。（俞晖 摄）

遵义市图书馆

开展“送书进园”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
日，遵义市美术馆举办“摄影公
益讲座——手机也能拍大片”，
遵义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遵义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绿竹
为摄影爱好者上了一堂专业的
摄影课。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手机已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工
具，而手机拍照更是成为人们感
受美、欣赏美、表现美的一种传
播媒介，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方
便、快捷，使人能用一种平和、细
腻、朴实的心态来观察并记录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

如何用手机拍摄出好照片
成为许多摄影爱好者和大众迫
切需要了解的知识，为满足公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市美术馆特别
组织了这个摄影公益讲座。

王绿竹于 1994年毕业于贵
州师范大学，后进修于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信息艺术系摄影专业，
多年来一直从事高校美术及摄
影教学工作。

活动当天，市美术馆艺术沙
龙厅座无虚席，王绿竹用通俗易
懂和风趣幽默的语言带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她为大家
讲解了专业相机与手机摄影功
能的区别、摄影理论知识与实
践、手机摄影的拍摄技巧，人物、
景物的拍摄方法等知识。并分
享自己的摄影作品和拍摄经验，
让听众对手机摄影有了进一步
的认知。

遵义市美术馆

举办摄影公益讲座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近日，
由中国编辑学会组织的第二十九
届“金牛杯”全国优秀美术图书终
审评选结果出炉，由遵义市美术
馆编辑的《柳待春回——丰子恺
遵义执教 80周年纪念展画文集》
获得银奖。

“金牛杯”全国优秀美术图书

评选活动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开展
了二十九届，是国内美术图书重要
奖项，在美术图书出版领域具有很
高的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会员
单位逐年扩大，参评图书品质优
异，有力地推动了美术图书出版事
业的发展。本届“金牛杯”评选活
动全国共有 49家出版社参加，参

评图书共计 222种，最终评出获奖
图书93种，其中金奖12个、银奖25
个、铜奖56个。

获得银奖的《柳待春回——
丰子恺遵义执教 80周年纪念展画
文集》，以丰子恺先生在遵义执教
3年的历程为线索，通过“国难之
忧”“无声之诗”“赤子之心”“莫逆

之交”“薪火之传”5个板块，结合
学者对丰子恺先生的研究文章，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生动展现了
丰子恺先生独有的人格魅力和深
厚的艺术造诣。图书一经出版，
深受业界好评，并为国内多家图
书馆收藏。

《柳待春回——丰子恺遵义执教80周年纪念展画文集》
获全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银奖

新文艺群体工作者进行才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