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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杜畅）12月22日-24日，
高新区磨家镇首届群众文化旅游节在磨
家镇茅针寺村举行，歌舞表演、非遗展
示、古迹寻访等内容让游客在寒冷的冬
日，感受到一场热情的文化盛宴。

热闹欢腾的歌舞表演不仅为现场观
众奉上一场视听盛宴，更让来自各地的
游客感受到磨家文化旅游的独特魅力。

文艺表演后，各路嘉宾游客或移步美食
区，品磨家非遗美食牡丹鸡、特色鱼羊
汤，领略独特的磨家味道；或前往清朝遗
迹花拱桥、孝节牌坊、庄子沟，感知历史、
传承仁孝。现场还设置有风筝、剪纸非遗
展示，让群众和游客们近距离了解传统
文化、传承民族文脉。

据悉，磨家镇位于绵阳西大门，扼守

交通要道，古为新铺驿站，车水马龙，盛
极一时。如今，京昆高速、成绵复线、
108 国道穿境而过，坐落有绵阳九洲体
育馆、绵阳会展中心、绵阳师范学院、河
北-平武工业园，九洲军民融合产业园、
长虹军民融合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园
等项目持续入驻，现有规上企业 11 家。
2017 年，全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

产值30.6亿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04亿
元，财税收入11338万元。

“以此次文旅节为契机，以高度的文
化自觉和饱满的文化自信，加快全镇经济
社会发展。”磨家镇党委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近年来，磨家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

“快车道”，为进一步增强群众归属感幸福
感获得感，坚定文化自信，磨家镇充分挖
掘文化底蕴，整合特色优势资源，激发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举办以“古绵州·新磨
家”为主题的首届群众文化旅游节，以节
会友，振奋精神，凝聚人心，展示磨家靓丽
和谐的青春风采，打造磨家镇文旅品牌，吸
引八方宾朋来磨家观光旅游、休闲娱乐、投
资兴业，促进文化产业、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共同建设磨家这块充满希望的热土。

歌舞表演 非遗展示 古迹寻访
磨家镇群众文化旅游节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田明霞）昨（24）日
上午，著名作家王蒙新作《中华玄
机》青年作家研读会在四川文化艺
术学院举办。

研讨会上，来自各地的青年作
家代表，其中多数是在读大学生和
南边文艺的签约作家们，就王蒙《中
华玄机》一书中谈到的主题作了探
讨。绵阳市评论家协会主席杨荣宏
等嘉宾对在场读者发表的评论作了
点评与交流。

此次活动由王蒙文学艺术馆
和南边文化艺术馆联合承办，来自
全省包括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

等数十所高校青年作家参加研讨
会，王蒙文学艺术馆馆长王安、南
边文化艺术馆创研室主任彭西宁
等出席会议。

据悉，王蒙新作《中华玄机》由天
地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天机》的姊妹
篇，谈的是主导中国人思维方式与行
为习惯的中华传统文化。包括了王蒙
近年来谈传统文化的文章与讲话记
录等36篇文章。全书阐述中华传统文
化的精神核心和巨大影响，揭示了中
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与外延，
展示绵延几千年，深刻影响中国人思
想格局和行为习惯的“中华玄机”。

讲传统文化
王蒙《中华玄机》青年作家研读会在绵召开

本报讯（记者 郑金容）日前，记
者从市文广新局了解到，“法治中
国·美丽绵阳”第三届中国（绵阳）科
技城法治微电影大赛将于本月28日
在市老年大学正式启动。

据了解，“法治中国·美丽绵
阳”第三届中国（绵阳）科技城法治
微电影大赛由市依法治市办、市委
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司法局、市
文联等联合主办。本届大赛主竞赛
单元以“法治中国·美丽绵阳”为主
题，将开展系列优秀剧本征集，评
选优秀法治微电影（影视）作品。此

外，大赛还新增加“一种关注”单
元，以“重温党的辉煌历史，弘扬抗
震救灾精神，共谱中国梦绵阳感恩
篇章”为主题，开展“5·12”抗震救
灾感动你（我）系列剧本征集评选
活动，“5·12”抗震救灾励志（感恩）
影视作品征集评选展播活动，防震
减灾科教影视作品征集评选展播
活动。评选活动截至 2018 年 4 月，
5 月将举行颁奖仪式。届时将颁出
最佳法治影片、最佳法治公益广
告、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剧本等近
20 个奖项。

法治中国·美丽绵阳
第三届科技城法治微电影大赛将启动

本报讯（记者田明霞）12月23日
晚，由绵阳市少年宫博远艺术职业
学校带来的舞蹈专场《雪花》，在绵
州大剧院举行，让观众感受到了芭
蕾等高雅舞蹈的艺术魅力。

当晚，首先登台亮相的是舞
蹈《波尔卡》、傣族群舞《傣家女儿
傣家雨》、芭蕾经典剧目《天鹅湖》
之《四 小 天 鹅》、《三 大 天 鹅》选
段、现代舞《不想说再见》等，优美
的舞姿，华丽的场景，一下子就吸

引了观众。
接着，由博远艺术职业学校原

创的芭蕾舞《雪花》、芭蕾变奏、古
典舞《春江花月夜》等闪亮登场，十
分优雅。整场晚会共 11 个舞蹈节
目，在获奖原创芭蕾舞《祈福》中落
幕。据悉，市少年宫博远艺校一直
追求将芭蕾舞蹈中国化，还坚持创
作富有鲜明绵阳地方特色的剧目，
所创作表演的舞蹈多次在国内外
获大奖。

赏高雅艺术
绵阳原创芭蕾舞亮相绵州大剧院

□陈竹 本报记者郭若雪/文 任露潇/图

摆手舞动风流，裙裾飘飞意韵。昨
（24）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广新
局主办，市舞协、市文化馆承办的我市首
届舞蹈新作精品展演在绵州大剧院举行。

当晚，伴随着激扬的音乐，舞者们用
一场特别的舞蹈汇演拉开了我市首届舞
蹈新作大赛的帷幕。他们的肢体在音乐中
尽情挥舞，动作因赋予了内心的感悟而更
加动人，每一个细致的舞姿都张扬着创意
的精神，表达着对艺术的无限追求。

用鼓点震动木地板，利用鼓声声频
的振动感受节奏；看指挥老师的口型和
手势，利用轻踏、猛跺等方法，体会舞蹈
动 作 的 快 慢 、强 弱 和 力 度 大 小 的 变
化 ……由绵阳市涪城区特殊教育学校
选送的舞蹈《小戏迷》中，演员们化身一
位位小戏迷，用整齐的步伐，流畅的舞蹈
动作演绎传统戏曲文化传承之路。现场
就坐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仿佛也成为
了追逐传统戏曲文化的“小戏迷”。

当观众还未从烟火气息中回过神来
的时候，由绵阳市艺校安州校区选送的
舞蹈《烛光里的妈妈》又把观众拉入到追
寻母爱之旅。一束束灯光追寻舞者的舞

舞林争锋 炫动绵州
——我市首届舞蹈新作精品展演速写

步，一支蜡烛浓缩成情感的寄托，舞蹈演
员用精彩而又细腻的舞姿把孩子对母亲
的情感变化演绎地淋漓尽致。许多观众
都感同身受，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羌族民歌声中，一群少女翩然起
舞，由绵阳市博远艺术职业学校选送的
舞蹈《兰芭啧》刚一开始让现场观众眼前
一亮。“兰芭啧”在羌语中是“花朵般的女
孩”，演员们以芭蕾的舞姿展示羌山少女

风情，中西结合的艺术创新，赢得现场观
众的热烈掌声。

台上灯光汇聚，“民星”齐舞，参赛选
手们身着华丽的服装，迈着轻盈的舞步，
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舞蹈盛
宴。台下观众争相叫好，将眼前的精彩画
面用手机拍摄下来转发到微信“朋友圈”
与君同乐。成都女孩冉艺是绵阳师范学院
的学生，她表示，能在绵阳观看这样一场
高水平的比赛，感觉很值，“这场比赛让我
看到了很多不同风格的舞蹈表演，很多有
创意的编排和表现形式。不少舞蹈故事都
取材于真实生活，让人很有共鸣。”

“舞蹈新作精品展演集中展示了近期
我市舞蹈艺术发展的水平和最新成果，也
代表了我市舞蹈艺术的新生力量。本届舞
蹈新作精品展演主要强调作品的创意性
和时代气息，多为展示传统民族文化和演
绎亲情的作品，这些具有先进文化的特
质、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美好的艺术形
象的舞蹈作品，贴近群众、反映现实生活，
为人民而舞。”市舞协主席张希说，展演不
仅为舞蹈界提供一个平台，让舞者们互相
切磋和展示创意，同时，也让市民体验舞
蹈带来的活力和乐趣，更为绵阳这座科技
之城增添了浪漫色彩。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