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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一群白衣女子在武冈市
水西门街道龙门村金灿灿的稻田里打
卡游玩，为金秋乡村增添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 罗红英 毛成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
员 曾伟中 陈潇艺 周凯） 8月29日，由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主办，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服务司、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承办，邵阳市文化旅
游广电体育局、新疆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邵阳市美术馆文旅志
愿服务分队执行的“书画润边疆 浓浓新湘
情”2023年“春雨工程”湖南文旅志愿者新疆
阿勒泰行活动启动仪式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文
联展厅举行。

启动仪式上，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陈小川
向第二故乡喀纳斯管委会捐赠了油画作品20
幅，并向前来观展的阿勒泰地区艺术家们和群
众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和作品核心思想。
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和阿勒泰地区文化体
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签署了《文化旅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围绕深化文旅创新人才交
流、共建文化交流展示平台、建立旅游联盟开
展务实合作 3 个方面建立合作，成立邵阳和
阿勒泰两地文化、旅游战略合作领导小组，进
一步加深阿勒泰地区与邵阳市文化交流交往
力度，共同打造邵阿文化旅游产业示范项目。

下一步，邵阳和阿勒泰两地文化、旅游战
略合作领导小组将围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和项目规划落地生根，
推动两地艺术家开展深入的文化交流、采风
写生活动，真正实现共画民族团结“同心圆”，
共搭民族团结“连心桥”，助力阿勒泰、邵阳文

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启动仪式后，活动参加人员观看了“书画润

边疆 浓浓新湘情”2023年“春雨工程”湖南文
旅志愿者新疆阿勒泰行美术作品展。举办此次
美术作品展旨在加强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合
作，为推动两地民族团结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展览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文化润疆”主题，共展出刘宝
平、陈小川等10多位艺术家写生创
作的127幅作品。展出的作品用多

样化艺术表现手法和深情的笔触，呈现了新疆、
邵阳两地自然和人文景观，讲述了民族团结友
爱的感人故事，展现了时代气象和民族精神，树
立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览现场，
观众时而驻足观看，时而讨论交流，在翰墨丹青
的高雅韵致中领略艺术魅力。

推动两地文化交流交往 打造文旅产业示范项目
2023年“春雨工程”湖南文旅志愿者新疆阿勒泰行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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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8月6日至9
月5日，由四川省文联、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文物学
会书画雕塑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大美中国·礼赞大
运——刘人岛美术作品展”在成都市东安湖文化
艺术中心举行。

此次展览展出了刘人岛创作的170余件中国
画、书法以及雕塑作品。《贡嘎山》《川西江山云》、
熊猫系列等作品，是刘人岛三十多年来数十多次
深入四川实地采风写生而创作的一系列中国画作
品。刘人岛用几年时间创作的《爱神》雕塑资料也
亮相此次展览，在《爱神》的创作中，他用最现代的
线条和最传统的符号表达了龙凤呈祥，阳刚与阴
柔，歌颂爱情。这件雕塑作品取用的材料是一级
汉白玉，整块料10米长，一根料重180吨，所用的
两根料是经过几年时间打造而成的。

展出的这些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描绘祖国名山
大川，赞美祖国大好山河，洋溢着积极向上的主
调，凝练了刘人岛对生活的理解、感悟和对祖国的
热爱与赞美，表达出他与时代同行、与人民相通的
朴实情感，体现了他率真的心性、深刻的艺术修养
和强烈的文化担当，为在成都举办的第31届世界
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注入了浓厚的艺术气息。

刘人岛，1964年出生于新宁县，画家、雕塑家、
美术评论家、设计家、陶艺家、艺术市场经济学创建
者，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书画院院长。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物学会书画雕塑专业委员
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六家院校兼
职教授，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九家院校客座
教授，《艺术》杂志社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刘人岛多才多艺，艺术领域涉猎广泛，在中国
画、书法、雕塑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他的美术
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艺术展览并被多所博物
馆、企业及收藏家收藏，多次应邀在欧洲、亚洲、北
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举行了
个人画展和讲学，主持设计创作了数十座国家级
大型雕塑。

描绘大美祖国 献礼世界大运

邵阳籍画家刘人岛在成都举行美术作品展

8 月 26 日，新宁县崀山镇联合村的杏林
小院内，游客们围坐在一片杏树下，品尝生态
农家美食，悠然享受惬意时光。这是崀山景
区处暑节气后第一批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
线上预定民宿的“家庭团”客人。

崀山杏林小院以其庭院特色闻名，庭院内
是一片具有南国浪漫情怀的银杏树林，夏季郁
郁葱葱、秋后金叶满园，深受广大游客喜爱。
在崀山景区内，有众多像杏林小院这样各具特
色的民宿，这些民宿的庭院布置、风格建筑、历
史文化、人文艺术浸透着主人的生活美学、志
趣追求，带给游客别样的体验。来崀山耕种区
稻作文化景观进行体验的邵阳游客李亚琴说，
这次她是和家人一起来的，崀山有自然风光的
神奇山水、种满银杏树的民宿小院和美食小
吃，他们非常享受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

在今年第八届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夏季
旅游文化节上，新宁县成功入选全国2023“深
呼吸生态旅游魅力名县”，崀山“生态旅游”火

热出圈，成为众多旅游爱好者聚游打卡的首选
之地，也让乡村民宿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在崀山大道主干道旁，有着80多家家庭式
乡村旅游民宿和度假式酒店的连村商旅住宿服
务接待基地，今年先后接待过上百个旅行团的
入住服务。小百花度假酒店连村店大堂经理肖
柳菊介绍，在今年“中国旅游日”崀山旅游相关
宣传活动的带动下，到崀山旅游的游客和开展
采风活动的摄影师明显增多，平均每天就有十
多位来自省内外的游客通过携程、去哪儿、飞猪
等线上旅游平台预定了客房。

站在崀笏风情文化街的崀山居远眺，丹崖
藏翠、流水潺潺、稻田绿景摇曳，养目舒心的生
态景观尽收眼底。2008年大学毕业后，李修敏
从浙江返乡创业，开办了特色民宿崀山居。崀
山居拥有30间标准客房和4个培训展览室，具
备艺术绘画培训、美术摄影作品展览、文学创作
场地租赁、旅游住宿、会务餐饮等多项商务服务
接待能力。李修敏介绍，7月份游客平均入住率

达七成左右，大多都是来崀山旅游的大专院校
美术生、高中艺术学生和年轻游客，也有带着小
孩的年轻夫妻和退休老人。

新宁县以崀山景区周边的民宿集群为样
板，立足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优势，差异化重塑
乡村民宿肌理，大力融合发展农家乐、田园综合
体生态体验、家庭亲子游、手工艺品DIY制作、
康养住宿等多功能住游一体化的体验项目，深
挖地域文化内涵，锻造精品民宿标杆，做强文旅
融合“美丽经济”，努力打造让游客体验崀山美
丽风光、人文风俗、地方美食小吃的同时，沉浸
式感受当地富有地方风味人情的居游乐趣。

下一步，崀山将出台民宿产业发展扶持
政策，助推结合休闲农林牧渔和文化商贸产
业相关的民宿经济发展，致力打造一批高端
精品民宿及民宿集群，加大民宿品牌建设，培
育一批结合特色农产品、民俗体验、民艺展
示、文创交流的“民宿+”融合型产业新业态，
为民宿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力。

“民宿+”添动力 “生态游”火出圈

新宁做强文旅融合“美丽经济”
邵阳日报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刘海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8月27
日，“莽山太空演奏会”在郴州市宜章县莽山
景区上演，国际钢琴大师郎朗与国乐艺术家
方锦龙“顶峰相见”，用钢琴和琵琶两种乐器
将中西方音乐形式深度融入到大自然中，一
同合奏出奇幻之音。

演奏会上，郎朗演奏的极富中国美学意
蕴的水墨艺术钢琴十分亮眼，该钢琴琴身绘
制有邵阳籍艺术家刘人岛的中国画代表作品

《浮云山霭莽苍苍》。这幅画作原作长351厘
米，宽 78 厘米，画面上万里长城与浮云山霭
交相辉映，相映成趣，笔法如行云流水，气势
磅礴。该作品代表中国艺术家的绘画作品被
精选入“神舟六号”载人宇宙飞船，于2005年
10 月 12 日升入太空，在太空遨游 5 天后，于
10月17日返回地球，这是第一次被宇航员带
入太空的中国画作品，也是艺术家与航天英
雄的首次合作的完美典范。

这架《浮云山蔼莽苍苍》联名款钢琴通过
直升飞机运送，穿云而来，抵至海拔 1700 米
高的郴州莽山大天台。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
刻的跨界艺术合作，将音乐和视觉艺术、与大
自然融合在一起。此次刘人岛与朗朗、方锦
龙的合作，无疑为“太空演奏会”增添了独特
的视觉与听觉体验。跨界合作的结合，将音
乐、绘画和钢琴制作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
体，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听的双重享受，也突
显了艺术在不同领域间的创新应用。这样的
活动有助于拓展观众的艺术鉴赏视野，同时
也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展示作品的独特平
台，促进了艺术与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刘人岛郎朗方锦龙郴州莽山“顶峰相见”

艺术跨界互融 擦出多彩火花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袁文
强 曾茵台） 8月31日晚，国家级非遗舞台剧《棕
包脑的传说》在洞口县人民大会场首演。通过演员
们的精彩演绎，讲述了瑶族小伙小宝拜师学艺、勇救
母亲的动人故事，引起了观众的强烈情感共鸣。

国家级非遗舞台剧《棕包脑的传说》由洞口县
委宣传部、洞口县委统战部指导，洞口县文化旅游
广电体育局主办，洞口县非遗保护中心、洞口县文
化馆承办。省文旅厅艺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省文化馆副
馆长周固坚担纲导演。排演该剧旨在进一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擦亮“棕包脑”这一国家级
非遗金字招牌，拓展“棕包脑”文化内涵，丰富人民
群众文化生活。

《棕包脑的传说》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棕包脑
舞”为作品主体，把洞口瑶族山歌、傩戏、木偶戏等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在舞台呈现上创新形式，
将时尚高科技因素与非遗项目完美结合，让古老
的“棕包脑舞”焕发新时代韵味，全方位展现洞口
各民族大团结、传统孝文化、人文风情、特色美食
和民间技艺。该剧讲述在很久以前，雪峰山深处
的村寨中住着一对瑶族母子，美丽的阿妈在一次
采药时被山妖掳走。她的儿子为了救母，拜梅山
神为师，苦练本领。为了不让山妖察觉，他用棕片
包裹脑袋、藤蔓缠身寻母，在经历千难万险后打败
山妖，救出母亲。

据了解，“棕包脑”是洞口县瑶族一种古老神
秘的祭祀舞蹈，201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国
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项目。棕包脑因用棕片包裹脑
袋舞蹈而得名，其舞蹈动作以摆首、甩臂、舞棍、扭
腰、跺脚、左右顿步为主，具有简练干净、粗犷有力
的特点。棕包脑具有人物、对白和简单的故事情
节，并有固定的表演程式，以近似戏曲的写意、虚
拟、假定等艺术表演形式，展示了瑶族先民与大自
然顽强抗争的刚毅性格。

传承非遗文化 促进民族团结
国家级非遗舞台剧《棕包脑的传说》首演

▲非遗舞台剧《棕包脑的传说》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