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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
节“群星奖”的颁奖将于明天在
东方艺术中心举行。在等待群
星奖颁奖的日子里，5月20日至
5月31日，由文旅部推荐的八位
舞蹈、音乐、戏剧、曲艺等不同门
类美育导师走进基层开展10场
讲座，这也是群星奖办节期间首
次开展“美育导师走基层”活动。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海市民
文化节的主题是“市民美育在行
动”，充分利用群星奖契机，在文
旅部的支持下，上海举办了此次
活动。活动期间，中国艺术研究
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艺家
协会副主席吴文科，中国曲艺学
会名誉会长、曲艺评论家常祥
霖，天津非遗保护协会会长、研
究馆员李治邦，中国艺术研究院
话剧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
刘彦君，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于平等来自全
国的专家走进基层文化馆、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为基层文化干部、
群文团队成员及艺术爱好者开
展美育讲座。而场地的选择，主
办方也经过一番“巧安排”，将曲
艺的讲座送进了以曲艺为特色
的嘉定区安亭镇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戏剧讲座送进了戏剧氛围

浓郁的静安文化馆，舞蹈讲座则
送进了着力打造舞蹈文化品牌
的长宁。

5月27日，南京艺术学院舞
蹈学院院长于平来到长宁文化
艺术中心为观众作了“群众舞蹈
的文化功能与艺术创编”的讲
座。从百姓自娱自乐的广场舞
与作为作品的舞蹈之间的区别，
群众性舞蹈与专业性舞蹈的区
别，以及他们的特征、层次区分
及其形态定位等几个方面进行
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获得了基层
观众的热烈欢迎。5月25日，中
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
长刘彦君老师走进静安文化馆，
作了题为“当下小戏小品创作问
题谈”的讲座，静安区区内文化
骨干，戏剧戏曲团队骨干参加了
讲座，受益匪浅。

群星奖是群文创作领域的国
家最高奖，它同样也是群文创作的
风向标。让评委下基层，直接与
普通市民和群文创作者面对面，
这是组委会的
一个创新之举，
也是群星奖进
一步深耕群众
土壤，扩大惠
民范围，提升
群文创作基础
之举。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港珠澳大桥被誉为
“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的
建设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大桥
建造过程中与上海发生过怎样
的故事？日前，中国作协副主席
何建明携漓江出版社推出的新
书《大桥》在上海钟书阁大融城
店，与读者分享上海与港珠澳大
桥的“情缘”。

作为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
何建明总是能在第一时间走进现

场，接触到核心人物，所以他的报
告文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你
知道吗，大桥有许多关键的工程
都是上海人在做。这本书尽管讲
的是港珠澳大桥，但是今天我们
是讲上海故事和中国的故事。”何
建明说，书中透露，大桥两个人工
岛筑岛用的120个大钢圆筒是由
上海本土企业振华重工集团制造
并运输至广东伶仃洋施工现场
的。振华重工集团在焊接工艺上
的匠心独运，体现了其在钢铁制
造上的科技创新。

《大桥》以港珠澳大桥岛隧
工程项目总设计师林鸣为切入
点，聚焦大桥核心控制性工程岛
隧工程建设中的种种困难与曲
折，以及建设者们凭借勇气、毅
力与智慧克服困难，最终达成目
标的艰难历程，展示了新一代桥
梁建设者们广阔的胸襟和崭新
的精神面貌。该书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为读者揭秘港珠澳大桥
不为人知的秘密，以及筑桥工程
师们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深刻
剖析了新时代的“大桥精神”。

“群星奖”评委首下基层普及美育

艺术触角从剧场内延伸至群众中

历时近10年，沪郊金山区
率先完成了村志编纂全覆盖，
区内全部124个行政村实现了

“一村一志”。29日，金山村志
集中首发，并将收藏于上海市
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通志
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档案藏
书机构。

据金山区档案局负责人介
绍，沪郊金山有着6000多年的
文明史，为了及时并完整地抢

救、记录、保留、传承村落历史，
金山区于 2010 年启动编修各
村村志，让村志成为完整记录
乡村历史、记载新型城镇化历
程、留住乡音乡愁的重要载体。

村志还大量收录了反映农
村生产情况和生活趣事的民间谚
语、婚丧习俗、民间传说和历代人
物。更重要的是，金山区的124
部村志正“活化”在各村的乡村振
兴和文化传承中。 据新华社电

金山实现“一村一志”

“大桥”故事也有上海故事
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

港珠澳大桥被誉为“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