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2月30日 星期五

编校/沈茜组版/洪益03 娄东文艺

奋力唱响新时代太仓文艺主旋律
2022年，太仓文联高擎以人民为中心

的旗帜，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结合太仓文艺界实际，鼓励广大会员和
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文学艺术创作，为时代
和人民奉献优秀作品，赓续开展“诗意田园
幸福文艺”文艺志愿者进村（社区）入户活
动，把各类文学艺术激情写在绿黄变奏的娄
东大地上。

领导关怀

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歌”

太仓文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
级党政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在党的二十大
精神鼓舞下，太仓文艺工作者踔厉奋进，勇
毅前行。

2月2日，正值全市人民沉浸在壬寅虎
年春节的喜庆之时，市委书记汪香元前往太
仓美术馆、新天祥美术馆，走访看望太仓文
艺家，与文艺家们围桌座谈，畅谈近年来太
仓经济社会民生发展，期望文艺家们抓住时
代机遇，为太仓发展、民生幸福提供优秀的
精神文化作品，为太仓美好的明天赋诗放
歌。

汪香元从太仓获得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说起，讲述了太仓在打造“现代田园城，幸福
金太仓”中的一个个动人故事。令在场的文
艺家们聆听后倍感振奋与鼓舞。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丰富，对精神文化
生活的要求更高，我们的文艺家们责任重
大。写诗作画，要有利于丰富和引领老百姓
的文化生活，要加大文艺培训，培育文艺新
人，在思想品格、道德情操、价值观等方面树
立正道正气，通过文化化人，增进共识，种下
文化种子，铸就时代精神。”汪香元说。

8月25和26日，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水家跃等一行赴太
调研文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省文联领导
高度肯定太仓市文联工作，要求在高的平台
上，以开展文艺创作、文艺活动和文艺志愿
者服务为重点，发挥文联“两个优势”势能转
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在有着“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美誉
的城厢镇东林村，汪香元向调研组详细介绍
了东林村文艺赋能打造生态循环农业特
色。在江南丝竹馆，调研组详细了解了江南
丝竹的起源及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艺术神韵
和社会功能，并现场感受了江南丝竹演奏的
美妙。在娄江新城规划展示馆，汪香元着重
向调研组介绍了太仓产城融合发展、拓宽中
德交流合作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娄江新城
的规划、建设情况。

水家跃等一行还调研了浏河镇文化一
条街，体验浏河古镇浓郁的文化底蕴和特
色，高度评价浏河的文联工作和文化保护工
作。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太仓港，登楼俯瞰
长江主航道以及太仓港码头作业场景，感受
昔日郑和下西洋起锚地、今朝江苏第一外贸
大港的壮阔和繁盛。

9月23日、24日，“楹联与长江文化——
全国基层楹联文化建设‘太仓篇’”研讨会在
太仓召开。中国楹联学会会长李培隽，常务
副会长肖良平，省楹联研究会会长周游，上
海、南京、镇江、南通、苏州等沿江城市楹联
机构代表、专家学者数十人参加。

此次研讨会由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太仓
市文联主办。旨在通过“楹联与长江文化”
主题研讨，用楹联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发掘
长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表达意义。我市市
委书记汪香元看望了中国楹联学会领导和
与会代表，介绍了太仓依托长江优势“以港
强市”，切实做好“接轨上海”“融入主城”“联
动周边”，以江南古镇为载体，开展对德合作
与交流，打响长江文化品牌。用楹联加持娄
东文化，形成太仓独特的联教基地样本。此
次楹联研讨会在全国楹联界掀起了如何围
绕大主题做好新时代楹联文化的大讨论，走
出楹联发展的新路子。

11月11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
战部部长查焱等一行调研市文联。要求市
文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
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大局，用文艺的方式形象
生动地宣传二十大精神，把二十大精神融入
百姓生活。要在文艺高原上攀登文艺高峰，
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创作风向

奏响新时代前行“交响乐”

市文联一以贯之地鼓励文学艺术创作
跃上高原，攀登高峰，让文艺工作者树立创
作的“标杆”，奉献艺术的“硕果”。

11月、12月，2022年江苏文艺大奖·摄
影奖获奖者作品、“江苏省文艺大奖·第四届
书法奖”相继在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展出。中
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太仓摄影家陈解法荣获
记录摄影类大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太
仓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志炜榜上有名。
陈海兵获提名奖，王浩作品入展。

江苏文艺大奖·摄影奖是由江苏省文联
和江苏省摄协共同主办的江苏省摄影领域
最高个人成就奖，《那个年代的新能源——
农村沼气制作》《1979璜泾公社新华大队优
选稻种》《1983年世界银行考察太仓乡镇企
业》《江南雨》等不同题材的记录作品，体现
了陈解法几十年摄影艺术的非凡实力。

“江苏省文艺大奖·书法奖”是与中国书
法“兰亭奖”相衔接的江苏书法艺术门类最

高奖项。个人投稿作品《行书·王时敏诗作
数首》，面试考核环节，则考验每一位书法家
的真功夫。命题创作《明张岱·湖心亭看
雪》，李志炜凝思片刻，挥毫行书，一气呵成，
体现其行书艺术的个性与风格。

在苏州市第三届优秀中青年文艺工作
者榜单上，太仓美术馆馆长、二级美术师靳
慧慧赫然在列。在苏州市各文学艺术门类
的创作推优作品榜单上，何庆华、龚璇、邓全
明分获文学类奖，陈光生获摄影类奖，靳慧
慧、黄辉分获书法类奖，王月英获民间文艺
类奖，这些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作品，体现
了太仓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武术家协会
会员袁国强著的《中华武术》摄影集由中国
摄影出版社出版。用光影艺术展现“竞技武
术”“太仓校园武术”“民间武术”之精华，是
一本武术运动拳种的不完全影像手册，也是
一部光影艺术呈现出的“武林大全”，并被中
国武馆收藏。

舞蹈、戏曲、民间文学、影视、诗词、楹联
等艺术门类，回应时代发展，创作精品力作，
努力寻求新的突破。城市更新、乡村振兴、
长三角一体化……为文艺家们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创作养料。

走向基层

传递城乡间多重“大合唱”

城市更新地块、港口码头、乡村社区、学
校军营……这些基层一线的沉浸式场景，呼
唤着文学的滋养，文艺的浸润，文化的熏陶，
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今年
以来，疫情的反复，线下的暂停，文艺工作转
向线上平台，用文艺的力量“艺”起投入战

“疫”。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文联统筹资源，

精心组织，以“文艺轻骑兵”小分队为载体，
通过多种文艺形式，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
广泛深入宣传，让“好声音”飞入寻常百姓
家，凝聚干部群众强大精神力量。由陆瑛作
词、高雪峰编曲的上海说唱《民族复兴伟业
建》，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鲜活生动的解
读宣传，让广大群众听得懂、能领会、可落
实。 摄影家协会、美协和书协等用接地气、
冒热气的作品在市民公园连续举办新时代
颂展览，楹联协会以“喜庆二十大，建功新时
代”为主题在政府大厅、万丰村等地举办楹
联展览，掀起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热潮。

城市更新是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
一项重点工作。为了记录这个以高标准、快
速度，全力以赴把古松弄地块打造成为宜居
宜业、绿色智慧、富有底蕴的品质的“民心工
程”，摄影家协会会员起早摸黑用镜头记录
更新前的生活气息特色，更新过程中走访、
洽谈、搬迁等故事，记录下了老城区地块拆
除、地基开挖等全过程的点点滴滴。作家协
会的奚旭初更是在动迁地带忙进忙出，采访
住户和建设者，写下了太仓城市更新报告文
学，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了太仓城市更新的历
史缩影，聚焦历史文化保护更新历程。陆瑛
编剧的沪剧小戏《古松情怀》，讴歌人文情
怀，展现文化魅力。

7月11日，第18个中国航海日。来自
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诗人、作家、学者
聚集太仓浏河，2022年浏河海洋诗会暨第
六届“一带一路”背景下当代诗歌创作研讨
会启幕。研讨会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

当代诗歌及海洋主题写作，传承郑和精神打
造长江口文化、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互
联网时代诗歌的创作、传播与发展，为新时
代诗歌的发展献言建策等主题，天南海北的
诗人、作家、学者们济济一堂，各抒己见，畅
谈对东西方海洋诗歌文化的不同感受。

7月26日，《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太
仓市中青年现当代艺术作品展》在太仓美术
馆开展。该展是近年来太仓较大规模的一
次中青年美术作品的集中展示，展出中国
画、油画、粉画、水彩画、素描速写、雕塑等作
品100余件，体现了太仓中青年现当代艺术
作品的最新成果。

8月5日，太仓市欧商会举办中德文化
交流活动，邀请音乐学者、《儿童吉他启蒙》
《索尔吉他演奏教材》编著者朱伟进行中德
音乐文化之我见讲座，同时朱伟儿童艺术团
学生进行交流演奏。欧商会相关人员以及
太仓吉他爱好者参加活动。欧商会负责人
说，与本土文化人士合作举办中德文化交流
活动，这是一次开创性的有益尝试。

8月20日，“喜迎二十大——太仓市油
画学会第八届会员作品展”在新天祥美术馆
开幕。本次共展出14位画家的各类油画作
品71幅。太仓是苏州县级市唯一一个建有
油画协会的。不少年轻人在油画领域坚守
耕耘，蓄势待发，寻找到了自己的成长坐标，
潜心致力于色块、色调和色彩，在油画的一
方天地里纵情驰骋。

在太仓召开的中青年画家座谈会上，与
会者畅谈在新时代下画家如何面对社会变
革，拓宽创作思维、提升绘画意境。针对目前
太仓出现新生代绘画创作现状，大家从不同
的思路和视角，探索新时代下艺术创作的新
样式，如何更加深入地领会主题、把握题材，
丰富体裁，建议要搭建更多的平台，更大的舞
台，为新生代画家的成长创造有利空间。

8月20日，《盛夏流行色》第六季·长三
角江浙沪优秀流行歌手交流演唱会在太仓
激情开唱，来自上海徐汇、嘉定，浙江宁波以
及苏州各区市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协会的
10余名优秀歌手参加，《盛夏流行色》是太仓
市音乐家协会致力打造的一个公益活动品
牌。近年来，在长三角地区相关协会的共同
呵护下，“盛夏流行色”的色彩越来绚烂，也
在长三角广袤地域流行开来，其影响力也越
来越广泛。

国庆前夕，由市文联主办的“喜迎二十
大 奋进新征程——太仓市首届市民文艺作
品创作大赛”盛大揭晓。这些带着乡间田野
鲜活露珠的作品，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
较好地昭示出太仓市民丰富的文化素养及
较高的艺术水准。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太仓市
首届市民文艺作品创作大赛”征稿活动启动
以来，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在广大市
民心间泛起阵阵涟漪。大赛共收到文学、摄
影、书法、美术、楹联、诗词、音乐、戏曲、舞
蹈、民文、影视作品1045件。广大市民朋友
用各种文艺方式，把身边的变化记录下来，
把深切的感受表达出来，各个领域的文艺作
品创作精彩纷呈。

本着“鼓励全民参与、发现文艺新人”的
原则，此次征稿通过《太仓日报》、《太仓发
布》、融媒体官微等多种渠道发布，收到各类
文艺体裁作品近千件。大赛分集体创作和
个人创作，共评选出专业作品131件、优秀
作品58件、入选作品173件，并授予摄影家
协会、美术家协会、楹联学会为优秀组织奖。

“二十大宏图，带领全民奋进康庄道；一
百年远景，温馨万里浇开幸福花。”国庆期
间，太仓市民公园广场呈现摄影、楹联中国
红，市民驻足欣赏。在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的日子里，2022年国庆太仓摄影展、楹
联展与广大市民朋友见面。一幅方寸的光
影，一副小小的楹联，浓缩着大千世界的茫
茫沧桑，见证着岁月时光的朗朗乾坤。

《楹联里的太仓——最佳楹联文化城市
之歌》用江海文化、郑和文化、娄东文化元
素，勾勒出楹联里“三篇文章”的精彩画卷，尽
情礼赞了“天下粮仓、天下良港”的新时代盛
景。曲调悠扬婉转、激昂抒情，呈现出新时代
太仓人民在更高起跑道上踔厉前行的精神风
貌。短短一个星期，点击量达到了1.5万，宣
传了太仓、宣传了楹联。

10月29日，何庆华《缪泾人》首发式暨
作品研讨会在双凤召开。《缪泾人》是一部以
江南水乡缪泾为背景的小说集，展现了江南
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描绘了水乡人
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人物命运。专家学者们
围绕乡土文学的发展方向、文学创作参与乡
村振兴的路径等话题进行研讨。与会者认
为，《缪泾人》以浓郁江南文化特色的乡村双
凤“缪泾”为深厚背景，真实记录了这块土地
上的人们近半个世纪的心灵变迁史。

以艺战“疫”

齐奏文艺界抗疫“进行曲”

艺术的魅力在于感染人，激荡热情，鼓
舞士气，传递温暖。疫情期间，太仓不少文
艺工作者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冲锋在前，
无私奉献。昔日舞文弄墨的文艺工作者，奋
战于道路卡口、社区出入口等抗疫一线，忠
于职守，连续作战，同时，他们用手中的笔
墨、相机，记录娄城战疫的生动故事。

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等协会的骨干陈
永明、王奉振等人，利用专业特长，推介推送
中国文艺网、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的曲艺直播
节目等，让戏迷舞迷们云观看云欣赏。还以
微信公众号为载体，定期推出相关抗疫节
目。《重温抗疫冲锋号》《带你一起鉴赏音乐》
《二月的最后一天》《带你一起学唐卡》等线
上课堂与节目，分享最新的艺术成果。

“一首《人世间》，送给每一位参与战
‘疫’的你。”3月26日，《太仓发布》“娄城抗
疫版《人世间》”首发，这首特殊时期的主题
歌，由音协的金裕玲演唱，张士超钢琴演奏，
周舟等参与制作，其间倾注了太仓文艺工作
者的非凡情感。

书法家协会举办“同心抗疫”网络书法
篆刻展，迅即得到广大会员的积极响应，投
稿作品百件以上，协会以公众号为载体，自2
月25日至3月3日，分6期进行集中推送，入
选作品80余件。这些“新鲜出炉”的作品，
表达了太仓书法界“用一点绵薄的关爱之
心，凝聚万千力量，汇聚成洪流，冲破荆棘
……”的坚定信念。

麦秸画《志愿者在行动》，是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会员王月英的新作，“一名军人在帮
助老人查找健康码，另一名志愿者阿姨在等
待核酸检测。该幅作品3月16日于《看苏
州》发布，这是苏州民文协会发出的助力抗
疫声音，讴歌了抗击疫情中闪耀的人性光
辉。还有《志愿者在行动》《抗疫必胜》等6
幅作品在抖音新媒体平台推出。

素描写生《全员核酸》，是市教培中心教

师、省美协会员孙亚芬的新作，刊发于《苏州
艺术志》2月号，乃苏州美协推出的《大爱不
隔离·美术不缺席1》，还有其素描《全力以
赴》，以及俞炜晞的油画《大自然的诉说》、徐
东的素描《转危为安》等作品，美术家们用美
术作品凝聚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书写
可歌可泣的战“疫”事迹。

3幅娄城抗疫摄影作品，刊发于苏州市
摄影家协会公众号，体现了区域核酸检测采
样的生动场景。许雅兰、汤尧等深入社区核
酸检测现场，用镜头记录下这个特殊时刻。
金晓东也是一名摄影志愿者，自疫情发生以
来，他四处奔波，以摄影为媒，拍摄了不少基
层一线的防疫场景。

微型小说集《庚子年笔记》，是中国作协
会员、太仓作家凌鼎年推出的年度新著。在
这个特殊的年份，凌鼎年用情用心写出了人
世间守望相助的温暖，尤其是娄城风情的系
列叙述，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挚爱和眷恋。

太仓作家、诗人龚璇、林火火等相继在
中国诗歌网、江苏文艺网、苏州日报、太仓日
报等媒体上发表抗疫题材的诗歌、散文作
品，用文学的形式为疫情防控倾情出力。

舞协副主席、中国舞协会员周煦青，长
期从事少儿舞蹈教学，为中小学校、老年群
体提供舞蹈专业辅导。疫情之下，她把舞蹈
公益培训活动搬到线上，录制了舞蹈主题视
频课件，在云端课堂播出。

民协会员陈惠菊、傅嘉瑶等人，热心中
华传统民间文艺，自发组织文艺团体，用中
阮、古筝等民乐器创作表演。尽管疫情中断
了线下活动，但她们对民族文艺热爱依旧，
用特别的方式进行传承和弘扬。

今年年初成立的楹联学会“楹虎纵队”
迅速直面抗疫现场，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特
色的抗疫主题楹联作品，不仅成人组跃跃欲
试，连小学、初中、高中组别也都积极参与。
如“忽来疫疠，有众志城成，赤心与赤旗烈
烈；誓扫氛埃，看三吴春返，绿码同绿叶欣
欣。”（周黎霞）“时疫虐姑苏，狂也，广也，狡
也，固也，且多变也；吾曹于病毒，厌之，测
之，研之，防之，又共灭之。”（张艳萍）“雷霆
手段，太仓儿女太仓市；龙虎精神，十里家园
十里兵。”（张世民）“娄城民众，倾情抗疫病
毒去；吴地春风，着意焕新彩锦织。”（冯长
兰）等等，首批制作防疫抗疫主题楹联60余
副。

广大文艺工作者秉持初心，始终如一，
以“艺”战“疫”，共克时艰，用文艺的磅礴力
量，创作出抗击疫情的文艺作品，讴歌感人
事迹，定格美好瞬间，为打赢疫情防控战

“疫”作出了文艺界贡献。

组织建设

谱写新文艺联动“变奏曲”

文联工作，千头万绪，关键在于一个
“联”字，新时代下的联络、联合，联人、联
心。推进组织建设，加强作风建设，激发和
调动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广大文
艺工作者提供良好的保障。

进入6月以来，市文联领导班子成员冒
着高温酷暑，走出机关大院，走向街巷背弄、
乡村田野，上门拜访慰问文艺家，听取文艺
家的心声与诉求，了解他们对文联工作的需
求和建议。三位班子成员走访文艺家近百
名，充分彰显文联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自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不少正常
工作不得不按下“暂停键”。广大文艺家坚
信文化自觉，“艺”起抗疫，踔厉前行。有的
虽然宅在家中，但不忘肩负的社会责任，积
极参与抗疫志愿活动，与此同时，还全力进
行文艺作品创作，通过文学、音乐、戏曲、摄
影、楹联等多种方式，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
产和社会经济发展。

市文联与政协、统战、农业农村、交通运
输、城市管理等联手，举办主题征文、展览、
展演等活动，体现了“联”的魅力。

8月23日，为期两天的2022太仓文艺
人才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文联所属各
文艺家协会近百名学员参加培训。市委党
校讲师团成员分别作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伟大的建党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太仓发展战略的
实践和文化思考》等主题辅导。此次培训班
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党校老师的
宏观形势、理论政策、发展战略等系列辅导，
也有文艺家艺术探索、实战经验的互动分
享，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启了思路，拓宽了
视野，提升了境界。

9月17日，市摄影家协会召开第九次会
员大会暨2021年年会。九届理事会成员由
民主推荐、一票选举，是太仓各文艺家协会
换届的首次尝试。在市文联的领导下，协会
采用候选人直接投票方式，把群众信得过的
优秀会员选进理事会。市文联希望新一届
理事会要切实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用手中的
镜头记录奋进新时代的精彩瞬间和壮美画
卷。

11月1日，太仓市文联八届五次全委会
召开，学习传达党的二十大精神。强调要把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将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推动党
的二十大精神在太仓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时代，新征程，肩负着新使命。在新
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自强，始终
以人民为中心，用文艺的力量为太仓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书写新的精彩篇章。”市文联
党组书记、主席杨喜良说。 （宋祖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