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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桂芳）11月3日，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中国广播电视大
奖2021—2022年度广播电视节目奖评
选结果。天津海河传媒中心4件作品
获奖。

此次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获奖的4件
作品《“领导过问”才办反映了什么？》
《“一线”领跑“世界高铁”》《被人类养大
的东方白鹳如何回归野外》《当戏韵邂逅
味蕾》，分别获得广播评论类、广播专题
类、对外广播类、广播文艺类大奖。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是中国广播电视
行业的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的
获奖作品总数最多不超过96件。全国
2600多家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两年来播
出的广电作品均可参评。

2021—2022 年度中国
广播电视大奖出炉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4件作品获奖

本报讯（记者刘桂芳）昨天下午，
河西区文化馆公益课堂在河西区军休
所举办。陈氏太极拳第12代传承人王
鸿霖受邀，为参与活动的人们带来一
堂别开生面的太极课，展示陈式太极
拳的奥妙。课堂上，大家一边学习，一
边感悟中华传统武术的博大精深和非
凡魅力。

参与者纷纷表示，通过学习，对太
极拳有了更深的认识，不仅丰富了精
神文化生活，还展现了老年人健康向
上的生活态度，希望更多老年朋友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真正做到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

河西区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该馆
还将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举措，继续
开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益课，将优
质公共文化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公益课堂开讲
赋能为老服务

本报记者 高丽

“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既然选择
了这个职业，你就要做好有一定付出
的准备……”文化与旅游部“新时代声
乐领军人才高级研修班”正在天津音
乐学院举办，有着“中国夜莺”美誉的
世界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里
拜尔的到来，让一堂声乐理论实践课
更是人气高涨。不仅仅是大师班的学
员，还有声乐系的研究生、大四学生，
共同聆听了迪里拜尔轻盈、华丽的示
范演唱，她对学生们的真切寄语，更是
赢得了全场最热烈持久的掌声。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十四届中国
音乐金钟奖评选中，迪里拜尔作为声
乐（美声）评委会主任参与评选工作，
结合此行天音，作为新时代声乐领军
人才高级研修班授课专家，迪里拜尔
接触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优秀青年声乐
人才，她说：“如今中国的声乐领域真
的是人才济济，这是令人最为兴奋的
事情。就像本届金钟奖上，选手们的
表现都近乎完美，彼此之间差距不大，
因此越是这个时候，评委们越难下手

去打分，可以说评得十分辛苦。但是
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青年声乐人
才的整体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升。”

迪里拜尔是一位严师，在这堂声
乐理论实践课上，她对学生们的点评
不讲情面，发现问题一语中的，一个字
的发音都不放过。采访时，谈到课上
对大家的严格要求，迪里拜尔说：
“艺术需要精益求精的态度，我们这
一代就是这样被教育出来的，而且
越是站在舞台上，越能感受到这样的
教导会令人受用终生。我们现在好的
声音太多了，可以说不缺技术，但是技
术是为艺术服务的，并不是一亮嗓，就
是比高音，恰恰对作家作品理解的忽
视、对时代背景把握的不足，让我们在
文化素养的修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
我觉得这也是目前人才培养最为重要
的事情。”

迪里拜尔表示，作为演员都会追
求漂亮，但是作为声乐演员“一闭眼，
那才叫真漂亮”。为了做到艺术上的
“真漂亮”，还会有很长的路去磨砺和
攀登。“艺术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
脚印，要静得下心来脚踏实地。如果

只想着准备几首歌曲就去比赛，就能
一举成名，一放大就会露馅儿的。如
今，国家为人才建设创造了这么好的
条件，千万别浪费掉，我们有五千年的
优秀文化做底，应该以我们的智慧为
歌声插上翅膀，向更多的人传递美丽
的中国故事。”

走进天津音乐学院执教新时代声乐领军人才高级研修班

迪里拜尔：不为炫技而歌唱

本报讯（记者高丽）“艺术是精神
的呼吸，艺术让人成为人。”近日，《我
的艺术清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
出版，这本书是对央视文艺频道节目
《我的艺术清单》的一个深层整理和完
整呈现。
《我的艺术清单》是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综艺频道制作播出的深度访谈节目，
由朱迅担任主持。节目播出以来，广受
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喜爱，掀起了一阵艺
术热。节目中，朱迅与王蒙、朱永新、冯
骥才等42位极具影响力的名家深度对
话，畅谈影响一生的120余部经典艺术
作品。图书《我的艺术清单》正是以电视
节目为基础，首次推出两册，分别为《我
的艺术清单》和《我的艺术清单2》。42
位名家讲述给他们自己的人生带来重大
影响的艺术作品的感悟，以及节目花絮
均收录在书中。

人民艺术家王蒙充分肯定《我的艺
术清单》，他在86岁高龄时曾参加活动
并嘱咐，“现在百分之八十五的节目多为
娱乐，哪怕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天地，一定
要留给真正的艺术。”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我
的艺术清单》系列图书

艺术是精神的呼吸

本报记者 刘桂芳

近日，一首歌唱蓟州区西井峪村
的歌曲《西磨道》，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点击量过百万。还有人因为听到这首
歌，专门前往西井峪村的西磨道上走
一走，感受网红“石头村”独特的景色
和人文环境。这首由天津传媒学院教
师创作的原创音乐作品，背后有着怎
样的故事？天津传媒学院校长李罡接
受记者专访时，道出了创作初衷。
“总有些青春慢慢成长，总有些心

动念念不忘，想你也会来某个晚上，
我守着西磨道等在路旁……”这首为
西井峪“量身打造”的原创歌曲，由天
津传媒学院校长李罡总监制，该院优
秀教师付广慧、李凯稠、贾胤飞分别
担任作词、作曲、演唱。深情的歌词、
抒情的韵律、动听的歌声，唱出西井
峪的美，展现了蓟州区得天独厚的地

理和人文环境，唱出了蓟州人民的美
好幸福生活。

李罡说：“创作歌曲《西磨道》的
初衷是，希望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助
力蓟州区的文旅发展。”有了“为蓟州
区写一首歌”的想法后，他号召天津
传媒学院的老师们行动起来，“我们
想在蓟州区找到一个亮点，最后选择
了西井峪村的西磨道。”西井峪村位
于蓟州区中上元古界国家地质公园
保护区内，是一个由石头堆砌的古村
落，自然形成的建筑风格吸引很多人
来感受和体验。西磨道是西井峪村
的一条路，在西磨道上抚摸有18亿年
记忆的石头，让人不由感怀大自然的
神奇与伟大。歌曲《西磨道》的创作
人员就是因此有感而发，完成了这首
原创音乐作品。

歌曲一发布，就引发众多关注。
李罡说：“西磨道如今已经成为网红打

卡地了。我前几天去西井峪村碰到一
对老年夫妇，他们的手机里就放着《西
磨道》这首歌。他们告诉我，就是听了
这首歌，才特意来西磨道实地感受一
下的。”

此外，天津传媒学院在蓟州区建
校15年来，一直在为蓟州区的文旅事
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该学院艺术设
计相关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为蓟州区农
副产品设计包装，配合“乡村振兴”主
题，通过精美、有设计感的包装，助力
蓟州区农副产品销售，增加农产品的
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由该学院
师生承担的盘山景区的《天下盘山》实
景演出，是天津市唯一一个大型实景
演出，已经连续演出9年。
“服务社会是大学教育的一项功

能。我们能够用艺术的方式，为蓟州
区文旅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很高兴。”
李罡说。

《西磨道》唱响乡村新面貌
以西井峪为素材创作歌曲 助力蓟州区文旅发展

连日来，北辰区双环邨街开展的

“民乐演奏公益培训”活动在浩达公寓

社区举行。社区文艺爱好者在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进行了民乐吹奏气息掌

控、指法技巧等培训，这种丰富文化生

活、弘扬民族特色文化的公益活动引

得大家纷纷点赞。

本报记者 高莹辉摄

公益民乐培训
丰富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