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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重庆 4月 27日电（记者王金涛、
李晓婷、伍鲲鹏）暮春时节，位于武陵山区的
重庆黔江区峡峰叠翠，松鼠跃枝头，野菜满山
坡，而活跃在这里的一群群年轻人更胜似美
好的武陵春光。那一股股青春力量，正涌动在
舞台上、屏幕中、织机前……

一首歌唱红十三寨

　　“幺妹我住在十三寨，隔山隔水又隔崖，
树上喜鹊喳喳叫，蝴蝶双双落花开……”15
秒，唱四句歌词，嗓音清亮高亢的歌手覃诚芳
和十三寨一起火了。
　　覃诚芳形容自己是“被迫火起来”，这位

“85 后”土家幺妹从没想过一首歌能唱红十
三寨。2018 年，由她演唱的土家族民歌《幺妹
住在十三寨》被网友截取片段做成短视频发
布，一时间引发上万人在抖音上对口型表演。
　　十三寨位于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村，是
由 13 个土家传统院落构成的民居群落。2016
年，黔江区深度挖掘土家民俗文化，举办首届
最美寨主大会，覃诚芳被推选为土家十三寨
总寨主，承担对外宣传推广十三寨的任务。

　　如何让独具特色的土家十三寨“出圈”？
覃诚芳找到土家民歌知名词曲作者，创作了
这首曲优词美的民歌。歌曲走红网络后，不
少网友留言：“真想去十三寨看看！”后来覃
诚芳在十三寨举办了一次歌会，来自全国各
地的上千名歌迷专程赶来助阵。
　　抖音的传播速度和可观流量，让覃诚
芳看到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优势，她注册了
自己的抖音账号，将大量十三寨视频“上
网”，十三寨的名气逐渐大了起来。

飒！土家幺妹显身手

　　“我们是土家八幺妹，我们为黔江羊肚
菌代言……”屏幕前，8 名年轻美丽的女子
身着土家服饰，手拿羊肚菌，青春的脸上扬
起笑容。
　　“参与直播的土家幺妹都是十三寨的
寨主，我也是其中一个。”脱下刺花巾帕和
五彩织锦长裙，女儿寨寨主李佳又变身为
一名导游。
　　十三寨沿用女寨主传统，女寨主们来
自各行各业，由寨主大会公开选出。去年，

李佳等人成立了土家八幺妹志愿直播团，
李佳担任团长，带领寨主们在抖音上推荐
黔江旅游活动和农特产品。
　　小南海镇镇长田云华告诉记者，2014
年起，黔江对十三寨的土家吊脚楼群进行
保护修缮，发展民俗旅游，并确定“一寨一
品”策略，十三寨的寨主们就成了十三寨的

“免费广告”。
　　“寨主更像志愿者，没有工资也不直接
管理山寨，是山寨的形象代言人。”陈家寨
寨主陈福容说，“大家凭着一腔热血，只想
家乡越来越好。”
　　有一次，几个幺妹走进茶田搞采茶直
播，脸晒到脱皮，却没有一人叫苦。平日里，
即便工作忙碌，也少有人缺席集体活动。“几
个小姑娘的努力，让人佩服。”田云华说。

回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熊家寨能“武”、何家寨能“歌”、摆手寨
能“舞”……如今，十三寨村民依靠各具特
色的产业吃上“致富饭”。
　　多年前，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滞后，山

里的年轻人奔向城市打工。如今，民俗旅游、
非遗文化发展起来，进城的年轻人又不约而
同回来了。
　　小南海镇在 2017 年引进重庆笃诚工艺品
有限责任公司发展西兰卡普非遗产业。32 岁的
小伙子舒敏去年返乡后加入笃诚公司，负责西
兰卡普非遗项目的整体运营。在土家语里，“西
兰卡普”意为花铺盖，是一种土家织锦，也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去年年初，小南海镇打造
西兰卡普农民工返乡创业园，自开园以来，创业
园营业收入达 3045 万元，共实现就业 231 人。
  “在这里工作不仅稳定，还能用自己的知
识技能帮助家乡发展，何乐而不为？”舒敏说。
　　在西兰卡普非遗工坊，返乡“90 后”李蔓
正仔细编织着西兰卡普织锦。李蔓说，公司为
每个员工都购买了社会保险，每月基本工资
有 2000 多元。除了做织工，她还负责工坊产
品的电商销售工作。
　　田云华说，返乡年轻人有知识、有技能，懂电
商、会营销。许多人白天在工坊工作，晚上参与土
家民俗歌剧院的演出，多种收入让年轻人“留”得
放心。近年来，小南海镇有 1700 余名外出务工
人员回流，其中 800 余人在 40 岁以下。

重庆黔江：青春聚力，“土家十三寨”出圈

　　如果把建设全自动化码头比作攀登港口
业的技术最高峰，那么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
创新团队”便是中国乃至全亚洲征服“全自动
化码头”这座世界高峰的领跑者。2017 年 5
月，亚洲首个全自动化码头在青岛港投入运
营，“连钢创新团队”为全球自动化码头的建
设运营提供了“中国方案”。
　　近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青岛市委宣
传部联合出品，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录制，根
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
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的广播
剧《大港》在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端上线
播出。广播剧《大港》用声音为新时代港口
工人进行了真情描绘。
　　作为新时代港口工人，就是要把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中。“连钢创新团队”用 3 年时间

走完了国际上 8 到 10 年的自动化码头建
设历程，刷新了自动化码头装卸的世界纪
录。青岛港也因此站上了世界自动化港口的
最前沿。“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广播剧《大
港》主人公张连钢的这句呐喊，成为贯穿全
剧的精神主线。主人公张连钢前后历经两次
肺癌手术，仍坚持工作。年轻的女工程师李
文慧为了证明技术解决方案，冒险爬上 60
米高的桥吊实地观测……令人难忘感动
的瞬间，被凝结在广播剧《大港》的每一个
声音片段中。每一段情节都展示了当代产
业工人忠诚践行科技强国、海洋强国、交
通强国等重大国家战略的铮铮誓言。
　　作为新时代港口工人，就是要为中国
港口拿出“中国方案”。广播剧《大港》中，
300 多条现场录制的自然音效、十多位演

员的真情演绎，带领着听众一起感知亚洲
首个自动化码头从无到有、从生根发芽到
枝繁叶茂的艰苦历程。面对国外技术封锁，
张连钢感叹：“我们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
走！”“连钢创新团队”由此走上了自主创新
之路。经过几千次论证，创新试验仍没有头
绪，团队不堪重压。张连钢说：“如果没有能
力自主创新，我们就会永远受制于人！”面
对材料供货商的质疑，“连钢创新团队”坚
持“我们要向世界贡献低成本，短回报，更
安全的中国方案”。
  “大港为你奉献永恒的爱”，正如广播
剧《大港》主题歌《永恒的爱》所唱，新时代
港口工人凭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从追赶
者变成领跑者，用理想信念，不断书写着时
代华章。      （本报记者张超）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张
思洁、赵英博）距离西安市地
标大雁塔不远处，有一片影
视爱好者的乐土：20 世纪的
置景车间坐落在枝干遒劲的
梧桐树旁，老电影巨幅海报
张贴在古朴的红砖墙上，放
映机、胶片和镜头组成的大
型雕塑在落日余晖中更显年
代感。
　　这里是占地面积约 150
亩的电影圈子·西影电影产
业集聚区。它的前身是西安
电影制片厂——— 新中国成立
后在西北建立的第一个电影
制片基地。
　　如今，西影电影圈子由
西影艺术档案馆、胶片电影
工业馆、西影电影博物馆、星
光大道、商业综合体等组成，
成为集影视展览和休闲娱乐
于 一 体 的“露 天 电 影 博 物
馆”。建厂之初的摄影棚、办
公楼等老式建筑点缀其间，
各式放映设备和道具实物被
小心珍藏。
　　到复古海报前打卡留
念，在以电影为主题的咖啡
馆喝一杯下午茶……更多年
轻人的目光聚焦于此。“不论
是自己来逛展，还是周末带
孩子来娱乐，文艺范儿十足
的西影电影圈子已经成为我们休闲放松的好
去处。”西安市民杨女士说。
　　西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于 1958 年。在苍
茫的西北大地上，一代代西影人一边建设一
边创作，搭建了门类齐全的电影生产设施和
创作体系。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影人以山川沟
峁和荒野田地为背景，开创了西部电影艺
术流派，创作了《老井》《野山》等一系列反
映西部地域特质与独特人文魅力的影视佳
作，西影厂也被誉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艺
术摇篮。
　　 2009 年，西影厂改组为西部电影集团，
并于 2016 年对老厂区进行改造提升。2019
年 8 月，西影电影圈子正式对外开放，不仅
深度还原 20 世纪的厂区实景，还增加咖啡
馆、西餐厅等休闲场所，涵盖投资、创作、拍
摄和文化体验的影视产业链在这里不断
完善。
　　走进西影艺术档案馆，可以看到一摞摞
泛黄的手稿、脚本和剧照。这里保存着西影厂
出品的 303 部电影的书面资料。
　　在西影电影博物馆，30 多辆拍摄用的老
爷车、来自全球各地的 300 多部放映机、2
万余本电影胶卷，带观众走进电影世界。
　　胶片电影工业馆内的洗印车间保存着完
整的胶片洗印生产线。为了对珍贵的胶片影
像进行数字化存储，洗印车间于 2007 年开
始高清影像修复工作。
　　“我们利用车间原有洗印设备对胶片进
行清洁表面污渍等物理修复，再通过软件修
复和人工精修的方式，逐帧修复画面、音频和
色调，保存好众多经典影像。”西影传媒影像
修复中心主任雷刚说。
　　近年来，新一代西影人持续奋斗在影视
产业一线。以治沙英雄石光银为原型的《大
漠雄心》、带着浓浓“陕味”的《装台》、展现乡
村振兴鲜活故事的《在希望的田野上》……
一大批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不断“吸粉”。40
余家影视机构陆续入驻西影电影圈子，涵盖
电 影 策 划、剧 本 创 作、影 视 投 资、后 期 制
作等。
　　“我们将持续完善影视产业链条，规划建
设西部影视产业基地，加强数字摄影棚集群、
内景外景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导入并培育
影视器材租赁、外景拍摄等产业环节，促进西
部影视精品迭出。”西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黄献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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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剧《大港》：为新时代港口工人画像

  随着恢弘的音乐响起，“张骞”为病入
膏肓的“天马国王子”针灸治病，“王子”逐
渐痊愈，“女王”终于舒展眉头，汉朝使节之
名传颂西域……这是近期在新疆乌鲁木齐
热演的历史题材舞剧《张骞》的一幕。
  演员马依热·艾买提江（以下简称马依
热）是该剧的主演之一，在剧中扮演天马国
的女王。她说：“身为一名新疆少数民族舞
蹈演员，能参演这样一部历史舞剧，用实际
行动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非
常有意义。”
  今年 35 岁的马依热来自新疆乌鲁木

齐，4 岁时就显露出舞蹈才华，1 1 岁时只
身前往北京跟随专业舞蹈老师学习。之
后，马依热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实习。本有
机会留下，但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新疆民
间歌舞的执着，马依热最终选择回到新
疆，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一名舞蹈
演员。
  “新疆是歌舞之乡，男女老少能歌善
舞。”马依热介绍，二十年来，为了更到位地
展示新疆舞蹈之美，她每天都会在排练室
里苦练十几小时，劈叉、下腰、压腿……她
知道，细节决定成败，高楼起于垒土。

  付出终有回报。如今的她已是歌舞
团的首席舞蹈演员，在新疆及国内外大
型比赛中屡获殊荣。作为舞蹈演员，她不
仅把美丽的舞姿奉献给中国观众，还随
团赴德国、挪威、瑞典等三十多个国家演
出，把中华传统文化传遍世界。
  “新疆的歌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
部分，是用来歌颂美好生活的。希望我的
舞蹈，能增进各民族间的感情，促进文化
的交融。”马依热希望通过自己的舞蹈，
让更多人了解多元且和谐的新疆，认识
古老又现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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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舞 姿 与 历 史 对 话

　　新华社西安 4 月 28
日电（记者杨一苗）4 月
28 日，首座考古学科专题
博物馆——— 陕西考古博物
馆向公众开放。这座位于
西安市长安区秦岭之侧的
博物馆，依托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历年来田野考古工
作实践和文物保护科技研
究成果，为公众展示了考
古工作过程、技术方法、研
究思路及学科发展。
　　在考古学家的探铲毛
刷之间，在珍贵的神秘文
物中，倾听中华文明的精
彩故事；在追寻中国现代
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中，感
知文明赓续的未来之路。

展出的“历史”

　　“考古”是这座博物馆
的关键词。
　　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
周原遗址的铜轮牙马车被
称为西周“第一豪车”，为
了完整保护这套马车的信
息资料，最大限度保存车
舆的遗物和遗迹，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用
整体“打包”的方式，把它
带回实验室。
　　清理和修复历时三年
多 ，“豪 车”逐 渐 面 貌 清
晰———

　　这套马车遗迹由车体和 4 匹马的遗骸组成，整个
车轮的外沿全部由青铜铸造而成，马车车厢装饰华丽
繁复，有大量镶嵌绿松石的青铜构件、薄壁青铜兽面装
饰以及玉器和彩绘构件。考古工作者共发现了 400 余
件青铜车饰，其中的大部分饰件上镶嵌有几十件甚至
上百件绿松石。绿松石总数量超过万件，都是在青铜构
件上铸造嵌槽后镶嵌上去的。
　　经 DNA 分析结果显示，与马车配套的 4 匹马都
是成年黑色公马。根据车轮上的痕迹判断，这辆马车很
少使用且装饰性强，是西周高等级贵族的仪仗用车。
　　此次展出，这套马车仍是“打包”搬进博物馆，以车马
坑的形式进行展陈，再现了当年考古发掘的工作现场。
　　从一件件探铲毛刷，到纸页已泛黄的考古笔记，再
到无人机、高清摄影设备……在这个馆藏，每一件文物
的呈现，都传递出中国“考古”历程，浓缩着一代代考古
工作者探寻文明起源、重建古代历史的点滴，展现出中
华文明赓续之路。

“活”起来的故事

　　一件不算起眼的青铜小罐，为何引来不少观众驻
足？答案是“男性面霜”。
　　说起这件文物，它出土于春秋时期刘家洼遗址的一
座中型贵族墓葬，经过科技手段分析，其中的残留物为
一水碳酸钙和动物油脂，将它们混合后，考古学家发现
有美白的效果，这可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男性面霜。
　　在春秋时期的女性墓葬中，还出土了一套完整的
首饰盒，里面放置有镯子、玛瑙串饰等，这些无声的文
物都生动再现了当时贵族男女的日常生活。
　　成立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
持续 60 多年的考古发掘和保护研究中，积累了 20 余
万件文物标本。陕西考古博物馆选取了 4218 组 5215
件文物进行展出，其中大多数文物都是第一次与公众
见面。
　　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了秦岭地区
首次发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
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约 4000 年前石峁先民使用的乐器口簧，是我国
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
　　第一次与公众见面的颜真卿书丹《罗婉顺墓志》，
从中可窥书法大师隽逸秀雅的早期艺术风格……
　　活起来的文物不再是一件件孤独的展品，而是带
着文化传承走来的信使，讲述着自己所记录的精彩
故事。

从“古”探真

　　时光变迁、时代更迭，许多尘封千年的文物被发现
时或光彩尽失，或残破不堪。考古工作者如妙手良医

“治愈”了一件又一件文物，他们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
赋能文物保护，让文物展现出多彩、有趣的一面。
　　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在多件青铜器中都发现了一些
固体或液体。通过现代生物学的蛋白质组学分析，可知
战国晚期秦国的铜敦里原是一盆黄牛肉，牛肉虽已碳
化，但动物纤维仍清晰可见；通过对汉代青铜壶残留液
体中有机酸、淀粉粒的鉴定，可知瓶中的液体就是穿越
了两千年的汉代美酒。
　　聆听泥土下传出的絮语，可以探知中华文明的
密码。
　　李倕冠饰是陕西考古博物馆的一件“明星”展品。
数百个部件，金、银、珍珠、象牙、玉石等十余种材料，再
加上贴金、镶嵌、掐丝、彩绘等多种工艺，这件文物展现
出雍容华贵的大唐之风。这件展品旁，有一个观众可以
拉开的“抽屉”，分层展示了李倕冠饰被发现时数百个

“零件”叠压在一起的样貌。
　　考古工作者先是将文物整体“打包”带回实验室，
再通过显微照相技术逐一进行定位记录，并按原始位
置逐层恢复还原。李倕冠饰也是我国第一个通过实验
室微观发掘科学复原的冠饰。
　　“科技之‘手’，不仅能恢复文物本来的样子，也能
探知文物内部的真相。”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陕西
考古博物馆馆长孙周勇说，将文物与出土背景结合、以
考古的视角解读遗址，这让考古专业知识不再典藏于

“象牙塔”中，这座博物馆建立起了考古知识体系与公
众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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