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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贻贵 通讯员 谢青海

实习生 张云福 姜胜宇

本报讯 7 月 30 日，由中国美术
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等
单位共同主办的第十届“民族百花
奖”——中国各民族美术作品展（中国
画、油画、版画）复评结果揭晓，我市著
名画家马文新、陈白水的中国画作品

《花瑶婚嫁图》获得了第十届“民族百
花奖”铜奖。

经过分画种严格评选，第十届“民
族百花奖”金奖共遴选出中国画金奖
作品 1 件、银奖作品 3 件、铜奖作品 3
件、优秀奖作品21件；油画金奖作品1
件、银奖作品1件、铜奖作品5件、优秀
奖作品17件；版画金奖作品1件、银奖
作品1件、铜奖作品1件、优秀奖作品
5 件。我市著名画家马文新、陈白水
创作的《花瑶婚嫁图》描绘了花瑶古
朴、奇特的风俗民情——婚嫁习俗，同
时反映了花瑶婚俗在新时代的变化和
融合，展现了花瑶丰富的历史、民俗文

化，获得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陈白水，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市美术家协会顾问，邵阳版画界
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先后在省以上
各种展览中多次获奖并被国内数家
美术馆所收藏，有的还被选为美术教
材，数十件作品被海内外人士收藏。
马文新，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市花鸟画家协
会名誉主席、九三学社社员，其作品
二十余次在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展
览中入选或获奖。

“民族百花奖——中国各民族美
术作品展览”是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
进会主办的国家级美术奖项，是全国
各民族的一次美术盛会，旨在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促进
民族美术事业的发展。该活动至今已
成功举办了九届，在美术界有着广泛
的社会影响，并产生了一定的品牌效
应。2010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核
批准，“民族百花奖”被列为文化部常
设的美术专业奖项，每两年举办一次。

我市两名画家喜摘“民族百花奖”铜奖

记 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刘人铭 实习生 唐洁

7月29日晚，夜幕降临，双清区渡头桥
镇两塘村渐渐热闹起来，“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双清区2020年文化扶贫·文
艺夜校进农村”在这里开课。

晚饭过后，村民们齐聚在两塘村文化
大舞台前，夕阳的余晖洒在广场上，闪着粼
粼的光，让人仿佛置身于舞台之上。学员们
跟随着舞蹈老师的动作慢慢摆动起来，动
作从一开始的僵硬到后来的熟练。伴随着
动感的音乐节拍，大家开心地舞着跳着，动
作如行云流水般，将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现
得淋漓尽致。“以前我们大家也想跳好广场
舞，但由于没有老师教，跳的舞蹈动作生
硬、形式老套。现在区里派了专业的老师来
教我们，感觉这些舞蹈好看多了，我们一定
好好学！”两塘村村民唐建华开心地说。

此次两塘村的文艺夜校培训共九次课
程，时间从7月29日至8月6日，培训内容
主要有广场舞、音乐、太极拳等。为了不影
响村民白天的农活，在接下来的集中培训
中，所有培训课程均安排在晚上7时至8时
30分。

双清区文旅广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脱贫攻坚路上，精神文化的扶志作用不可
小视。文化既可以起到提振精气神、凝聚力
量的作用，又可以成为转变思路的突破口、
脱贫致富的助推器。文艺夜校进农村活动
充分发挥文体行业优势，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不仅提高了农民群众身体素质和
健康水平，同时还增进了村委与居民、居民
与居民之间的联系，营造了“团结、友爱、和
谐、互助”的良好氛围，为建设美丽乡村奠
定了群众基础。

接下来，双清区文旅广体局还将在辖
区的其他村、社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文艺课
堂，深化拓展文艺夜校的形式，使之保持人
气、朝气和吸引力，成为提高居民的人文修
养和文明程度的新载体。

文艺夜校
点亮乡村夜生活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刘树忠

实习生 唐洁

本报讯 7月25日下午，中
国（韶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园内歌声悠扬，湖南红色旅游文
化节——“湘水同源·文化同根”
湖南山歌邀请赛活动在这里举
行。隆回花瑶呜哇山歌传承人代
表应邀参加比赛，高亢嘹亮的呜
哇山歌给观众带来极大的震撼，
引来场下雷鸣般的掌声。

山歌邀请赛上，来自全国各
地的12支山歌队伍为观众献上
了一道精彩的“非遗山歌盛宴”。
伴随着一首首别具韵味的非遗
山歌曲调悠然响起，来自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的选手纷纷登台展
演。他们中既有头戴苗族个性化

头饰的青年歌手，也有身穿瑶族
传统服饰的歌手组合。5位花瑶
呜哇山歌传承人演唱了呜哇山
歌《一季收成顶一年》《神仙冒得
我快活》。高亢激昂的原生态歌
声、独具特色的倾情表演让人陶
醉，让观众领略了风格独特、民
族风情浓郁的呜哇山歌魅力。

经过激烈角逐，隆回花瑶呜
哇山歌获得本次邀请赛最佳节目
奖。花瑶呜哇山歌是一种“高腔山
歌”，它是隆回花瑶人民在田野山
岗劳动时自我愉悦的山歌号子，
具有协调和指挥劳动的实际功
用，反映了神秘花瑶人独特的审
美观念、思想感情和民族心理，主
要流传于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
2008年，花瑶呜哇山歌入选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花 瑶 呜 哇 山 歌 唱 响 韶 山

花瑶呜哇山歌传承人参赛后合影。

花瑶呜哇山歌花瑶呜哇山歌《《神仙冒得我快活神仙冒得我快活》》唱起来唱起来。。

中国画获奖作品《花瑶婚嫁图》

在舞蹈老师带领下，村民们学广场舞

很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