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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乐动蓉城”2024年成
都市“走基层”文化惠民活动暨第三届
社区艺术季首场活动在成都蒲江举
行。此次活动恰逢蒲江箭塔村一年一
度的年猪祭，现场热闹非凡。

活动当日，“西来成都第一镇”蒲江
县甘溪镇西南部的箭塔村，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年猪祭，千年古塔下人声鼎沸，
气氛热烈。按照该村代代相承的传统，
在杀年猪和年猪宴开席前都有一个特
别的节目——年猪祭。就在去年，箭塔
年猪祭被评为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

上午10时，在众人的簇拥下，由幺

妹灯带队，4 名壮汉抬起祭祀猪，年猪
祭游行拉开了序幕；祭祀仪式在箭塔下
举行，身着传统服饰的当地老人诵读祭
文并鸣炮祈福……“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年俗活动，很传统、也很有意思，
明年还要来。”“很有小时候的感觉。”

“今天专门带孩子来体验一下。”现场游
客赞不绝口，直呼“年味十足”。

舞蹈《蒲江幺妹来撵灯》、小故事《两
只笨狗熊》、戏剧《别洞观景-人间
好》……当天的节目既有当地本土作品，
也有来自成都市“走基层”送文艺的精品
节目，类型丰富、老少皆宜。同时，台下
也是精彩不断，趣味运动会、童话故事绘

本大赛、年猪宴、篝火晚会，“年味”有了
具象的画面。

据了解，本年度“走基层”文化惠民
活动将持续到明年 6 月，除本次活动
外，还将有29场精彩活动相继落地，将
以“打造一个品牌、搭建一个平台、培育
一批人才、推出一批作品”为目标，走进
成都23 个区（市）县。依托乡村社区、
街道、绿道等基层场景，开展“演、曲、
剧、乐、展、讲”六大主题，共计30场文化
惠民活动。

本年度“走基层”文化惠民活动不
仅将为群众带来更多精品文艺成果，更
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能。此外，通过前期调研摸底工作，在
成都全市范围遴选出了7个以音乐、舞
蹈、书画、文学、摄影、戏曲和曲艺等文
艺类别为代表的试点村（社区），设立了
首批“乐动蓉城”文艺工作室，并在当天
活动现场进行了发布。

箭塔年猪祭的举办地蒲江县甘溪镇
箭塔村正是其中之一，其他6个分别为金
牛区沙河源街道新桥社区、龙泉驿区山泉
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都江堰市银
杏街道壹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彭州市通济
镇海窝子社区、邛崃市固驿街道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崇州市元通古镇王国英故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

创新手法让传统面塑更立体

工作室内，施明宽正忙着指导团队
成员赶制一批新订单——大型人偶蛋
糕模型。只见半人高的人偶模型雏形
已现。匠人们有的赶制面皮，有的调制
色彩，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只见一名
负责制作裙摆的匠人拿着面块，经过
捏、搓、揉、掀等步骤，用工具细致地挑
刻画出裙摆的繁杂纹路。裙角微微上
扬，生动刻画出风吹裙摆的跃动感。

“将面塑作品打造为工艺品，细节
非常重要。”施明宽介绍说。“比如这个
大型人偶，我们用钢筋、铁丝搭骨架增
加稳定性，加上雕塑手法，让小面塑变
成大作品。在细节处理方面，从发型、
服饰到各种纹路，都是将面皮擀薄到接
近半透明，层层‘穿’上去。如衣服堆叠
处要压在内侧，外表看不出接缝，这些

手法没有经验可循，全是我们在工作室
一点点琢磨试验出来的，非常考验手艺
和耐心。同时，我们尝试将中国工笔画
的用色原理和国外翻糖技术融入面塑
创作之中，让传统面塑变得更加立体生
动，更具视觉冲击力。”

把民间工艺转化为艺术品

陈列室内，一组李白和熊猫奇妙组
合非常吸睛。在熊猫陪伴下，骑着高头
大马的李白举目远眺，微微上翘的嘴角

仿佛即将开口诵传世名句。“这是我们
今年 6 月受邀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
什凯克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创作的一组
作品。满满的中国元素、微观中呈现出
精巧面塑手法让作品大受欢迎。目前
这组作品原件已经被当地大学收藏。”
施明宽介绍说。

代表作《南极仙翁》被德国迪特福
特市中国博物馆永久收藏；施明宽学
员的作品《嫦娥》《清》，在世界蛋糕嘉年
华马尼拉站分获金、银奖……在施明
宽和团队的努力下，如今，传统面塑不
仅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实现多元化发
展，甚至扬帆出海圈粉不少。

“面塑不仅是技艺，还承载了深刻的
传统文化。我们这一代希望通过努力，
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施明宽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丹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茹懿）10米巨幅裸眼3D，打造
梦幻光影体验；实景还原场景，一窥
19世纪街巷风貌……12月27日，成
都博物馆跨年新展“重返贝克街：沉
浸式福尔摩斯探案体验展”正式向公
众开放，以多维方式打造了成都首个
城市博物馆探案空间，结合数字技术
创新呈现悬念迭起的侦探世界，构建
起博物馆的文旅新场景。据悉，展览
将持续至2025年4月6日。

跳舞的小人、静候敌人落网的空
屋、街角里叫卖的报童、穿梭于人群
的贝克街小分队……走进展厅，一幕
幕从书中走出的场景，十余种互动装
置，带着观众解锁侦探技能，唤起观
众的阅读回忆。

据介绍，本次展览获得英国柯
南·道尔产权会中国大陆官方独家授
权，从福尔摩斯系列故事中甄选出

《空屋》《跳舞小人》《斑点带子》《四签
名》《恐怖谷》《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五粒橘核》《波西米亚丑闻》《血字的
研究》九大经典案件进行多方呈现。

在书中，福尔摩斯的故事发生在
伦敦，道尔在真实的贝克街虚构了一

个地址：221B，这座房子属于寡居的
哈德森太太，由福尔摩斯与华生医
生合租。许多故事都从这里开始，
而此次展览中，这一经典场景的复
原也吸引了不少侦探迷的目光。繁
复的花纹墙纸、极具时代审美的
单人沙发与壁炉，乱中有序的桌
面,还有福尔摩斯最爱的小提琴，
每次亮相时戴着的猎鹿帽、叼着
的 烟 斗……身处其中，仿佛穿越
了。在那个历史加速剧变的时代，

《福尔摩斯探案集》以探案故事体现
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展览中，通过这
种大量复原式的场景设置与叙事安
排和与 NPC 的交流互动，观众可以
在沉浸中感受福尔摩斯经典故事。

在展厅之外，这场侦探体验之旅
还延伸到了成都博物馆的不同场景
中。线上来场关于契约与友谊的推
理游戏，接受大侦探发布的连环杀人
案委托书，置身于错综复杂的案情之
中，查询隐秘真相；线下前往贝克街，
探访神秘人开办的文创小店，选购福
尔摩斯同款装备、收集徽章、带走精
致的下午茶餐具，还有可爱的警长小
熊等各类创意周边。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嘉） 记者近日获悉，成都市人
民政府公布了成都市第九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此次共有
106 个入选成都市第九批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单和 7 个
现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新增保护单位名单。

据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成都市第
九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
报工作受到了广泛关注，有200余个
项目进行申报，是历年来申报数量最
多的一批。其中餐饮传统技艺项目
申报就达100余个。

记者注意到，此次公布的名单
包括传统技艺、民间文学、传统音
乐、传统舞蹈、传统体育、游艺与杂
技等。其中传统技艺中，鸡豆花制
作技艺、干锅烹制技艺、川菜制汤
技艺(蓝光鑑调汤技艺)、川菜制汤
技艺(李九如高汤制作技艺)、三星

云崖兔制作技艺、冒菜制作技艺、
皇城坝牛肉饼制作技艺、玉林串串
香制作技艺、伤心凉粉制作技艺、
天鹅蛋制作技艺、温江公平红烧兔
制作技艺、回锅肉烹制技艺(舒回锅
烹制技艺)、杨鸡肉制作技艺、灌县
白果炖鸡制作技艺、天主堂鸡肉制
作技艺、大邑肥肠血旺制作技艺等
项目名列其中。

成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截至2024年12月，成都市现有
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 336 个，其
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5 个、省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91 个。市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383 人，其中国家
代表性传承人 14 人、省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91人。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 9 个、传承基地 21 个、传习所 100
个、传承基地学校50所、优秀实践单
位29家、非遗特色小镇10个、非遗研
学旅行基地 20 个、非遗生活美学场
景40个、市级非遗工坊20家。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王嘉） 28日，由中国文物交流中
心指导、博物馆头条发布的「中博热
搜榜」2024 年度全国博物馆 100 大
年度热门展览（新展特展）榜单出
炉，成都上榜4个，分别是来自成都
博物馆的“风华万象：16—20 世纪
典藏珍品艺术展”“目光交织——
法 兰 西 艺 术 院 中 法 院 士 艺 术 特
展”，以及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义
薄云天——关公主题精品文物展”、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印加——
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

其中，“风华万象：16—20 世纪
典藏珍品艺术展”，汇集了故宫博物
院、首都博物馆、明十三陵博物馆等
收藏的文物和珍品共计300余件，展
品时代横跨 4 个世纪，涵盖文艺复
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
等多个重要时期，展现着社会变革与
时代审美。

“目光交织——法兰西艺术院中
法院士艺术特展”，汇聚了吴冠中、朱
德群、赵无极、吴为山、让·安哥拉等

9位法兰西艺术院中法院士、通讯院
士共 83 件中外精品代表作，包含雕
塑、油画、水墨、素描、粉彩等精品。
同时，展厅内以多媒体投影、影像短
片和文献资料展示等方式，向观众介
绍了 20 世纪以来，中法艺术相互浸
润、互鉴交流的悠久渊源。

“义薄云天——关公主题精品文
物展”，汇集11家文博单位的170余
件精品文物，其中有 13 件国家一级
文物，40 余件国家等级文物。这是
国内规模最大、精品文物最多、参展
单位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关公主题文
博盛会。

“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
展”，精选来自秘鲁考古学人类学历
史学国家博物馆、印加博物馆、马丘
比丘博物馆等14家博物馆的168件/
组精美展品，包括金器、陶器、石器、
木器、骨器、纺织品、绘画和木乃伊
等，呈现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充分
展现金沙文化与印加之间“和而不
同”的精彩碰撞，带领观众感受人类
文明的恒久与独特魅力。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升涛）12月28日，统一战线与
成都和平解放 75 周年主题宣传暨

“走向人民——彭县起义专题展”揭
幕仪式在彭州市举行。民革中央副
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
省委会主委欧阳泽华出席，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刘玉泉致辞。

此次专题展由“星星之火·光照
彭县”“抗日救亡·建立联系”“运筹
帷幄·待时起义”“彭县起义·决胜川
西”“时代巨变·彭县新生”5 个篇章
构成，通过图文史料、实物及现代化
的展示手段和互动体验项目，深刻
阐释了彭县起义在推动成都和平解
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刘玉泉表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新时代做
好统战工作越来越重要。要进一步

践行同心思想，团结引领统一战线广
大成员和社会各界，不断增进对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要进一步厚植文化底蕴，传承好、保护
好、利用好统战历史文化，创新表现形
式，丰富文化场景，让统战文化活在当
下、服务当代，不断营造团结人、激励
人、凝聚人的浓厚氛围。要共同服务
好中心大局，始终铭记传承前辈们爱
党爱国、同心奋进的精神力量，将统战
所长与中心所在、大局所需紧密结合
起来，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
量，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成都新篇章中展现新作
为、作出新贡献。

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成都市委会
主委里赞参加活动。

统一战线与成都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传
暨“走向人民—彭县起义专题展”揭幕仪式举行

成都市第九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单公布

成博首个沉浸式探案主题展开幕

穿越到贝克街和福尔摩斯一起“探案”

全国博物馆100大年度热门展览发布

成都上榜4个

守初心 强“四力”助发展

将一团面粉变成栩栩如生的艺术品

指尖揉捏间 成都面塑“扬帆出海”

一块简单的KT板打底，通过塑形、上色、修剪
等工序，20斤面粉的原材料化身为大型精美浮雕
工艺品“孔雀迎宾”。其色泽鲜艳，极富视觉冲击
力。这一刻，传统面塑变得更具艺术表现力，作品
更加鲜活生动。

简州面塑2021年被列为简阳市第八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上述作品就是
简州面塑的传人施明宽的代表作之一。在他的匠
心巧手之下，面塑作品多次受邀参与国外的大型
文化展，加快非遗文化“扬帆出海”。

结合六大主题 开展30场文化惠民活动
2024年成都市“走基层”文化惠民活动开启

有人乱排污？拖欠改造费？

别急！党报热线帮你忙
锦江里传来阵阵臭味，是不是有人往河里排污？

“一户一表”改造拖了近两年，是不是拖欠了改造费？
今年，党报热线962211接到了不少民生问题的疑难
投诉，市民盼望真相、期待解决，党报事事有回应。

接到线索后，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坚持关注民
生、关注民意，第一时间出动，深入调查、刨根问
底，为市民探求真相、消除疑虑，同时推动相关工
作更加完善。今天，记者带您回顾今年党报热线
新闻调查类的典型案例。

今年4月，有市民反映一环路西一
段锦江河道一排水口附近水体乌黑有
臭味，怀疑有人排放污水，污染河流，

“黑乎乎的水，怎么就直接排进锦江
了？是不是监管有问题？”

得到线索后，记者前往现场调
查，发现该现象的确存在，臭味较明
显，对周围环境产生了影响。但该问

题并非每天都有，河道水位低时比较
明显，反之下过雨，水位高了，就闻不
到什么味道。

为此，记者采访了成都市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青羊支队，
得知成都市推行雨污分流排放，能排
入河道的一般都是雨水和施工降水，
不太可能存在污染问题。除此之外，
记者还向草堂街道反映此事，对方迅
速组织人员前往附近地铁施工工地
进行检查，发现地铁施工降水水质清
澈，也没有异味。

随后几天里，青羊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青羊区生态环境局、草堂街道、成都
兴蓉市政设施管理有限公司对该点位
进行多次巡查以及采样检测，并未发现
污水下河，水质也符合排放要求。

最终，相关部门确认该点位排口
情况正常无污水下河，市民和记者发
现的臭味、“黑水”，据判断可能是前一
个月，百花潭水闸实施平坝运行，水位
过低暴露河床，淤泥中各类有机物腐
败产生的异味。在水位恢复期间，可
能因大量沉降水入河时搅动，导致少
量异味残留，部分黑色水体也是因此
产生的色差。了解原因后，草堂街道
持续对辖区所有排口进行监测，确保
没有污水排入河流，并表示待水位降
低后，会协调相关部门视情况开展河
道清淤作业。

在报道发出后的几个月里，记者
多次回访该点位，发现问题明显缓
解，没有臭味弥漫，河水也十分清澈，
对此处理结果，周边居民表示满意。

你的急难愁盼，我们马上来办！站在年末回望，党报热线栏目又经历了忙碌而充实的一年。这一
年里，我们聚焦民生领域，开展新闻调查、监督报道，各平台共计发稿80余篇，联合相关部门，帮助市民
解决了大量的疑难事、烦心事。

党报热线栏目的内容涉及环境秩序、消防隐患、交通出行、消费维权等，我们坚持一追到底、有始有
终的原则，做到了每条有回应、每件帮解决。即日起，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将从民生调查、排忧解难、舆论
监督3个方面入手，为你盘点2024年的党报热线。

开
栏
语

“改造费已经交了，为什么现
在还没完工？我们什么时候能用
上新水表？”今年 11 月，有市民反
映火车南站东路17号院开展自来
水“一户一表”改造，居民早已交了
改造费，可是工程一直修修停停，
至今都没有完成，“是拖欠了施工
费用？还是根本无法完成改造？
希望相关部门给个说法。”

为此，记者来到小区进行调
查，发现施工的确处于停滞状态，
很多水管直通住户阳台，但没有入
户，显示工程尚未完成。尽管小区
供水正常，但居民还是希望尽快完
成施工，用上新水表、新水管。

居民关心的施工费用有没有被
拖欠？记者对此展开调查，通过居
民自治小组负责人，找到了每家每
户签字认可的收费表、收据，以及一
张总金额为165000元的四川省行
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电
子）。这些证据足以说明改造费用
去年就收齐了，不存在拖欠问题。

随后，记者通过施工单位成都
环境水务建设有限公司，了解施工
之所以断断续续，是因为需要办理
市政破路、绿化破除等手续，但由
于小区年代较久，部分资料的收集
过程耗时相对较长。因为审核严
格，再加上居民提供的房产证地址
和院落现地址名称不符等原因，施
工单位今年先后三次报规，直到
11月份才顺利通过。

最终，施工单位表示将在今年
春节前完成院内入户工作，目前相
关工作还在推进中，党报热线也将
持续关注此事。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记者调查

市民来电

改造施工费被拖欠？

票据齐全没有拖欠
春节前将完成院内入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