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自身怀绝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也需要“进修”吗？这些
传承人在一起上课又能碰撞出怎样的
“艺术火花”？6月21日，“研培十年
行 非遗正青春”——中国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主题传播活动河
南站，在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
院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专业授课教师、一线高校从业
者齐聚一堂，全面展示非遗研培工作
的阶段性成果，为广大群众揭开“研培
学府”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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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成果巡礼”
“江湖”人才辈出

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
作，扩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队伍，促进非遗
保护理念传播，从 2015 年开始，由文化和
旅游部主导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便被提上日程。
十年来，该计划在振兴传统工艺、促进传承
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因此得到
进修与成长。

在河南，作为 2024—2025 年度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
划参与院校，郑州轻工业大学早在 2016
年就开始了非遗研培计划，近十年来培养
了 900 余名学员。研修培训课程包括剪
纸、木版年画、泥塑、陶瓷等 8个传统工艺
门类，12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18个
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在这里进行着研培
教学工作。

据了解，来自全省各地的学员经过研
修培训，在各自从事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中
取得了长足进步和成就。在郑州轻工业大
学参与研培的学员中，既有全国轻工技术
能手、中国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也有河南
省劳动模范、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等杰出代表。经过系统化的研培教学，35
人获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46人升格为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8
人评上高级工艺美术师，为地方非遗保护
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同样作为“研培计划”的参与院校，来
自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的师生队伍，在现场

为大家展示了研培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
“作为豫东地区稀有剧种之一，柳琴戏堪称
是‘河南一枝花’。”永城柳琴戏市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徐庆楠说，正是有了研培计划的
存在，自己才能有机会在高校受到专业声乐
老师、身段老师的培训和指导。从戏曲艺术
历史脉络的理论教学，到“唱念做打”的实操
培训，学员们不仅在研培过程中提升了非遗
传承保护的“硬实力”，也在学员与学员、学
员与高校之间结下了深厚的“真感情”。

“非遗研培+非遗工坊”
助力乡村振兴

“从小作坊到产业化生产，段氏布鞋目
前已经带动周边3000多位村民实现致富增
收。”曾参与 2017布艺培训班和 2023非遗
助力乡村振兴高级研修班的段氏传统布鞋
衲制工艺传承人段玉国，一提起“非遗研培
班”的学习经历，仍感慨不已。段玉国说，正
是研培计划的“进修”经历，才让他有机会逐
步接触到标准化生产模式，并对传统耕织文
化、布鞋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据了解，2021 年起，郑州轻工业大学
面向农村地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在地
化培训，以汝阳县小店镇高庄村的“段氏布
鞋培训”项目为例，项目设计的 10个系列

50款鞋样，为当地带来年均30余万元的经
济增收，解决600余位农村留守妇女就业问
题。在信阳，高校与地方共建的“非遗工坊”
也在助力非遗品牌获得提升，“研培计划”为
潢川贡面非遗工坊设计的商标和系列包装
使月销售额增加30%，提出的“三喜三面”的
文化定位，助推潢川贡面蝶变升级。

“在依托文旅部‘研培计划’项目的同
时，我们也在主动走向地市，在鹤壁、驻马
店、信阳等地开办非遗技能培训，来赋能乡
村文化产业。”郑州轻工业大学非遗研究中
心办公室主任、副教授王潇说，研培工作通
过企业订单、院校设计、传承人指导、当地
村民制作的流程，完成早期“输血培养”，帮
助地区百姓建立起“自我造血”机制，改观
乡村产业面貌，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AI与数字化产品
成为研培“新风向”

提起 AR 眼镜，手指轻点“马街书会”
图标，一个可视、可互动、可学习的非遗保
护传承体验项目就出现在了游客眼前。声
控操作随时开启“下一层”进度，现场花絮、
戏曲选段、背景介绍都能在指尖完成，作为
只有在农历正月期间才会举办的“曲艺盛
会”，正在通过科技手段被复制在数码产品

中，随探索者任意体验。
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与科技同步，积极开展非遗双创探索也

成为“研培计划”的重要方向。据了解，在

河南省文旅厅支持下，郑州轻工业大学与

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联合成立河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创意和智能设计实验室，依托

河南非遗美学馆，正逐步开展非遗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探索。

当前，学校围绕非遗研培和非遗点亮计

划的重点内容，打造了马街书会AR交互体

验和太极拳互动体验，让“人民的非遗人民

共享”理念得到生动呈现，并在第八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收获参展群众喜爱。

“我们的学员现在已经能够自己学习使用

AI生成内容，并发表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王潇说，泥咕咕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

员宋楷战就通过AI制作了“憨小刀”形象，并

且应用在短视频平台，收获了关注与点赞。

如今，包括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艺术

职业学院、河南省南阳文化艺术学校在内

的三所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研培学府”，正逐

渐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提升能力、交流技

艺、推动产业发展的优质平台，继续进修、重

回校园的梦想也在“研培计划”实施的十年

间帮助一位又一位传承人偿其所愿。

提升能力、交流技艺、推动产业发展
——探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研培学府”

本报记者 李居正 文/图

2024年7月，禹州神垕金元钧窑开展学员回访（资料图片） 非遗作品创作

学生结业答辩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半世求索，
以墨为刃，绘就艺术灵魂。6月 21日，“百
花增彩新时代——陈国创从艺 50周年美
术作品展”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展览全
面展示了“中国画枣第一人”陈国创50年
来的艺术成果（如图）。

陈国创出生于新郑，6年军旅生涯锻
造了他的坚韧，师从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
先生奠定了他的艺术根基。陈国创用 50
年光阴，在艺术与商业、传统与创新之间，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作之路。

绘画领域，陈国创继承了岭南画派兼
工带写的艺术风格，在色彩运用上接受现
代绘画艺术中用墨、用色的创新手法，作
品气势宏阔，展现出新时代美术创作的新
风范。他还融通了国画、平面设计和书法
艺术，在更多美学哲学维度，进行艺术跨
界建构的创新实践。他涉猎百家，取其所
长，并致力于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开辟出第
三条道路，以“借鉴思维”建构了传统美学
的现代性表达。

此次展览由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办，
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是“百花增
彩新时代”系列美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展
览共分为中国画山水作品、枣乡风情画作
品、学艺历程展示、平面设计作品、教学成

果及学生作品等 5个部分，全面展示陈国
创汲取多门艺术学科之长，丰富创新艺术
作品的学研结合之路。此次展览还同时
展出他的部分学生的设计作品，全面展示
陈国创为艺、为师的丰硕成果。

漫步展厅，只见陈国创笔下的古枣树
虬枝盘曲如青铜器纹样，枣叶点染似金石
篆刻，生动展现枣树的神韵和枣乡生活，
洋溢着浓浓的乡土情结；山水画气势宏
阔，新颖的用墨、用色令人眼前一亮，尤其
是松柏题材作品，雄健苍拙，荡浩然之
气，尽显作者扎实的传统功底；书法作品
率性挥洒，“以书解诗”与诗篇内容相得
益彰；平面设计作品形式新颖，内涵丰富
……此次展览不仅是陈国创对河南老家
的一次汇报展示，也是对其艺术人生的
回顾，参观者无不赞叹于陈国创的艺术
门类涉猎之广泛、艺术功底之深厚、艺术
构思之新颖。

开幕式后，还举行了“陈国创艺术特
色之路”论坛活动，艺术界专家学者齐聚
一堂，围绕“陈国创传统艺术如何与现代
设计艺术融会贯通”展开研讨。

据悉，“陈国创从艺 50周年美术作品
展”将在河南省美术馆展出至 6月 28日，
免费对公众开放。

墨韵承情 画道致远

“陈国创从艺50周年美术作品展”开幕

艺术家简介

陈国创，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教授。1972 年入
伍，1981年毕业于河南大
学 美 术 系 ，1992 年 毕 业
于广州美院关山月画室
研究生班，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烟酒包
装评审委员会专家组组
长、中国著名设计家、松
柏山水画家。

陈国创以坚实的绘画
基本功，涉猎国画、油画和
工艺美术设计等多项艺术
形式。曾连续四次获得联
合国世界包装组织“世界
之星”设计大奖，国画作品
以表现松柏、古枣树闻名
画坛，被誉为“中国画枣第
一人”。松柏山水曾两次
获得全国美展优秀奖。国
画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
国军事博物馆、广西博物
馆、加拿大艺术博物馆等
机构收藏。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 文/图）6月 21日晚，由湖北省文化
和旅游厅、湖北省演艺集团出品，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湖北省
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原创舞剧《乐和长歌》在郑州大剧院
上演，为绿城观众带来一场穿越千年的视听体验（如图）。作
为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创作资助项目，该剧自筹备起便
备受各界关注，此次郑州站的首演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
力，赢得满堂喝彩。

《乐和长歌》以春秋战国为背景，虚构了“和国”与“乐国”
的权谋纠葛，舞剧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风云为底色，取“大
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之义，用舞蹈语言重构楚地
文明的基因密码。当编钟的浑厚回响撞破时空壁垒，楚式美
学的浪漫与厚重的中原文化共振，带领观众踏上这场跨越千
年的对话之旅。

在文化内涵挖掘方面，《乐和长歌》深度聚焦荆楚文化，
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复活了荆楚史诗。剧中，巫傩元素与楚舞

“翘袖折腰”的刚柔并济，凸显了楚文化的神秘与诗意，舞剧
不仅仅是对历史的重现，更是让古老的楚文化在当代舞台上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使观众在欣赏演出的同时，能够深
入感受楚文化的深厚魅力。

“楚文化不仅是历史，更是鲜活的情感。”导演王舸在接
受采访时说，“我们希望用舞台让传统化‘活’起来，让更多人
看到楚文化的浪漫与深度。此次演出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
深度挖掘与创新表达，它用舞蹈、音乐、舞美等多种艺术形
式，复活了荆楚史诗，让古老的楚文化在当代舞台上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

据悉，该剧还将在全国多地展开巡演，继续将“乐和天
下”的美好愿景传递到更远的地方，续写楚文化的浪漫传奇。

以足尖解码楚地文明

舞剧《乐和长歌》
精彩绽放绿城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6月 21 日下午，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办的《寻找南河》新书发布暨分享会在郑州新华书店凯旋
店举行。活动围绕作家鱼禾最新散文集《寻找南河》展开，
通过新书发布、嘉宾对谈、读者互动等环节，探讨散文创作
的边界与可能性，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出版界人士及读
者参与。

《寻找南河》围绕“母亲河”的主题，隐喻时间与生命，通
过河流与成长的叙事表达了对生命的深刻思考。据了解，《寻
找南河》是河南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的散文力作，从装帧设计
到排版均精雕细琢，作者鱼禾更是手绘9幅插图予以增色。

鱼禾 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已出
版散文作品《非常在》《私人传说》《大河之上》等七部。散文
创作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莽原文学奖等。《寻找南
河》是鱼禾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等期刊的散文作品自选
集，共收文9篇。其中收录的作品《界限》获2018年度人民文
学奖，《寻找南河》获 2023年度莽原文学奖。9篇每一篇读起
来都轻快灵动，每一篇行文都如同风行水上，举重若轻，深刻
剔透，引人入胜。

散文集《寻找南河》
新书发布会在郑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凯）6月 22日，记者从河南省田径自行车
运动中心获悉，在当日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落幕的2025
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总决赛上，河南巴迪瑞队女选手孙佳
琪发挥出色，最终以 93.25分的决赛成绩技压群芳，勇夺本次
总决赛女子精英组冠军，另外一位河南年轻选手邢露方则获
得了该组别的第四名。

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创办于2018年，是由中国自行车
运动协会打造的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赛事体系中的国家级积
分制联赛。比赛设有自由式小轮车个人赛、团体赛（精英组）
两个大项，分为男、女精英组，男、女青年组，男、女少年组等
组别。本年度的总决赛共有来自河北、河南、四川、福建等地
12支代表队的63名运动员参赛。

在 6 月 21 日进行的男、女精英组资格赛中，分别有 12
名选手晋级决赛。在女子精英组资格赛中，孙佳琪以 78.37
分的成绩排名第一晋级决赛。在 6月 22日进行的女子精英
组决赛比拼中，孙佳琪更是大招频出，最终拿下了 93.25分的
高分。

孙佳琪曾在 2022赛季自由式小轮车世界杯澳大利亚黄
金海岸站比赛中夺得该项目中国队首个世界杯冠军。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孙佳琪在决赛受伤的情况下坚持完赛，最
终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绩。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者从河南足球俱乐部获
悉，由豫健（河南）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南足球俱乐
部主办的“奔跑吧·少年”第三届“豫健杯”河南省青少年足球
夏令营将于7月 8日～14日在洛阳伏牛山体育训练基地火热
开启。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届时来自全省的足球少
年聚会在此展开比拼。

本次以足球为主题的青少年夏令营将持续一周左右，内
容丰富多彩，既有专业足球教练进行足球基本知识、基本技
术、比赛常识、战术训练和指导，更有专业足球训练和激烈的对
抗比赛，通过训练提高孩子足球技术水平，增强身体素质，在足
球训练中充分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感受足球文化。据了解，
本次夏令营分为U7、U8、U9、U10、U11和U12共6个组别。

洛阳伏牛山体育训练基地的设施包括高、中、初级旱雪
跳台、运动员公寓、标准化足球场、综合体育训练场地和体能
训练运动馆等。这些设施为运动员提供了良好的训练和比
赛环境，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洛南伏牛山国家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大力发展游泳、潜水、足球等相关体育用
品产业，积极推动健身休闲、体育比赛表演、体育策划咨询、
体育培训等服务业发展，努力培育体育产业新的增长点。截
至目前，“洛南伏牛山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已初步形成以
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体育健身、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为
主体，产业特色鲜明、产业体系齐备、服务体系健全的体育产
业集群，聚集态势和规模效应日益显现。

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总决赛收官

我省姑娘孙佳琪折桂

河南省青少年足球
夏令营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又是一场进球大战，而这
一次河南杜康成为胜利的一方——在 6月 22日的足协杯八
分之一决赛中，他们以 3∶2力克老对手浙江绿城，成功晋级
八强。

炎热天气下四天一场的节奏，让河南队主教练拉莫斯下
决心对阵容进行了大轮换。相比4天前与上海海港的那场联
赛，首发阵容中只保留了王上源、黄紫昌、周缘德 3人，而 5名
外援中，也只有缺席了上一场联赛的卢卡斯首发出场，其余4
人全部坐在了替补席上。

对于都处于中下游的两支队伍而言，足协杯并不是非常
重要，用最小的消耗尽量去争取晋级是共同的心态。所以，虽
然不像河南队的赛程那么紧密，浙江绿城也同样没有在一开
场就使用主力阵容，外援只派出了奥乌苏和弗兰克这两名前
锋，而中场核心李提香以及刚刚获得 5月份中超最佳球员的
王钰栋也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中。

在这样一场“替补对替补”的对话中，尽管河南杜康仍贯
彻着拉莫斯的以攻为主的思路，但因为卡多索、纳萨里奥、
阿奇姆彭 3名攻击型外援都不在场上，进攻就很难奏效。相
比之下，拥有身强体壮且速度奇快的外援奥乌苏，浙江队的
进攻就犀利得多，上半场，奥乌苏在左路非常活跃，这让与
他对位的黄锐烽“饱受折磨”。在连续制造威胁之后，浙江
队的进攻在第 11分钟就修成正果，奥乌苏在左路突破后传
中，中路的弗兰克跟进劲射破门，首开纪录。在进球之后，
浙江队的进攻强度有所减弱，这也让河南队有了喘息机会，
不过他们的进攻并没有太大改观，上半场全队仅有两脚射
门，还均未射正。

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 60分钟后，浙江队稀松的防线被
河南队接连抓住机会，钟义浩和王上源在3分钟内连入两球，
将比分反超。与此同时，拉莫斯也使出“大杀器”，将卡多索、
阿奇姆彭和纳萨里奥 3位攻击手同时换上场，河南队的进攻
又有了进一步改善。尽管对手在第 69分钟由刘浩帆门前头
球破门将比分扳平。但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河南队在一波又一
波的攻势中，终有斩获，由卡多索在第86分钟攻入制胜一球。

间歇期之后的8天内，河南杜康在主场连打三场比赛，取
得了两胜 1负的成绩，而且场场都是大比分，他们总共进了 7
个球，也丢了7个球，攻强防弱的特点非常明显。

在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中，上海申花 3∶2战胜上海海
港，赢下上海德比。接下来河南杜康将和上海申花争夺四
强席位。

足协杯：河南队挺进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