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讯（记者张磊）1月17日，由
榆林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市文联

及清涧县委、县政府主办的榆林市文

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西安举行。陕

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局

局长武勇超出席并讲话，榆林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单舒平主持，榆林

学院党委书记张新柱出席。

武勇超表示，榆林具备推动文艺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既有

丰厚的创作资源，又有一大批热爱文

艺事业的人，当地党委、政府要进一

步加大对文艺事业的扶持力度，积极

与其他城市交流合作，共同为人民群

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全面推进文

艺繁荣发展。

单舒平希望全市广大文艺工作

者立足榆林厚重的人文历史、璀璨的

文化艺术，紧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努力推出一大批叫得响、立得住、

传得开的优秀作品，讲好煤矿工人躬

身煤海的奋斗故事、职业农民助力乡

村振兴的耕耘故事、治沙英雄与沙漠

斗争到底的感人故事，向世人充分展

示榆林文化文艺的独特魅力。

会上，榆林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杜芳霞介绍了近年来全市文艺发展

情况，清涧县县长贺敬围绕全县挖掘

本土题材、带动影视产业发展情况作

了交流。电影《拨浪鼓咚咚响》、电视

剧《曙光》的主创团队也分别发言。

据了解，榆林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文艺工作，成立了全市文化体制

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出台

了扶持文化精品项目、支持文化产业

发展等一系列政策。近5年来，全市累
计资助扶持文艺作品246个、文化产
业项目143个，直接用于文艺事业的
资金达1.18亿元。同时，榆林市全面实
施文艺“青优”人才扶持计划，累计投

入500万元对各类青年文艺人才进行
培养扶持。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各

类文艺协会会员150人、省级各类文
艺协会会员上千人。2023年，陕北文
化生态保护区（陕西省榆林市）被正

式公布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并

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年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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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打造陶瓷文化小院
点亮“陶式生活”

汉阴县城关镇2024年“戏曲进乡村”活动启动

阳光讯（记者李孝华通讯员张辉
文/图）近日，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
2024年“‘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群
众’戏曲进乡村”活动在三元村正式

启动。

活动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

开帷幕。一个个健康向上、精彩纷呈

的文艺节目接连登台，这些节目将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精神文明

深度融合，通过演员们精湛的演技传

递着社会正能量，让传统戏曲文化在

新时代绽放出新光彩。精彩的节目表

演博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声与

掌声。

“戏曲进乡村”活动是由汉阴县

城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结合辖区

群众文化需求，招募文化使者、新村

民（新乡贤）组建基层文化惠民服务

队，采取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的好声

音、弘扬新民风等以传统戏曲文化的

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服务群众的一项

重要惠民行动。该活动于每年1月启

动，贯穿全年，巡演覆盖了辖区19个
村、10个社区，以“文化育民、文化乐
民、文化惠民”为宗旨，丰富基层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畅通文化惠民“最

后一公里”，为实现乡村振兴汇聚精

神动力。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该镇在“戏

曲进乡村”活动中不断总结积累经

验、创新形式，结合辖区8万余名群众
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坚持把送文

化、送科教、送健康和普法宣传捆在

一起抓，在宣传党的理论、落实惠民

政策、树立新风正气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全面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打造

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拉动文旅消费

提档升级注入了生机活力。

姻记者韩建军通讯员冯清文/图
商洛市丹凤县位于秦岭东段南麓，因县城

“襟带丹江水、枕依凤冠山”而得名，先后获得国家

卫生县城、“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等20余项国家
级荣誉称号以及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等40余项省级荣誉称号。
近年来，丹凤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定点帮扶

办的大力协调下，成功争取到国家铁路集团支持

推介丹凤县，相关宣传片于2024年1月起在全国各
地高铁站及在途高铁列车上滚动播放一个月，重

点宣传丹凤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在新春

来临之际播放宣传片，预计宣传覆盖人数将达3
亿人次以上，折合推介广告费价值3000万元，为擦
亮丹凤县建设“一县五区”名片，助推葡萄酒、文化

旅游、中药康养三大主导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丹凤县宣传片登陆全国高铁动车

榆林市文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在西安举行

阳光讯（记者严利君通讯员侯娟
段佳瑶文/图）记者走进铜川市印台
区陈炉镇咀头社区，映入眼帘的是整

体分3层、呈阶梯状、依山坡而建、有
着300多年历史的“大门里”陶瓷文化
小院。

“大门里”家族是陈炉镇西八社

三大户之一，皆以制瓷为生，能工巧

匠辈出，制瓷技艺世代相传。小院占

地900平方米，自下而上分别设有陶
瓷生产制作区、陶艺体验区、产品展

示区，既注重对传统陈炉陶瓷文化的

传承，又致力于陶瓷技艺的创新与传

播。其中，传统黑瓷、香黄釉瓷、红绿

彩瓷最具特色。“大门里”陶瓷文化小

院的整体建筑风格，不仅与古镇“退

台叠院”的建筑风格完美融合，还将

陶瓷艺术融入乡村文化，继而点亮了

陈炉人民的“陶式生活”。

“我为什么要打造文化小院呢？

首先是因为这儿的陶瓷文化氛围非

常浓厚，其次是想通过周围的村民让

来访游客多了解一些陈炉瓷器的文

化，把陈炉的陶瓷做得更好！”“大门

里”陶瓷文化小院负责人李保峰说。

陈炉古镇浓厚的陶瓷文化氛围

为广大游客营造了底蕴丰厚、环境优

美的休闲场所，让陶瓷制作技艺和陶

瓷文化在趣味性、互动性、独特性、艺

术性中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在这片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世

外陶源”里，陈炉人心随陶静，古风瓷

韵随处可见，民宿民居错落有致，瓷

片铺路所承载的历史变迁，点亮了陈

炉人的“陶式生活”。

阳光讯（记者史超通讯员许梦琪张仕昕
文/图）近日，在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二号煤矿
井口工业广场，全新一代的窄型半煤岩巷道智能

快速掘进成套装备经过组装调试后，正式进入了

入井安装调试阶段。此次智能快掘设备的入井安

装，标志着该矿实现了全煤岩巷道、半煤岩巷道、

窄型半煤岩巷道智能快掘设备的全覆盖，为矿井

保障采掘接续正常、充分释放先进产能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

据记者了解，该套设备的自动截割系统创新

性地采用了外循环降温技术，有效解决了工作中

设备散热的问题，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另外，智

能传感器的监测系统能够精准定位截割滚筒的

位置，操作人员可以远程遥控进行一键自动截割。

“这套智能快速掘进装备除了在设计尺寸和

规格上‘量身定制’外，我们还根据需求对整体系

统进行了13项技术改造和升级。”该矿副总工程师
王孟说，在煤矿复杂的地质条件下，窄型半煤岩

巷道使用智能快掘设备后，每月的掘进进尺预计

可达到550米左右，相比于普通的综掘设备，效率
提升了一倍以上。

黄陵矿业二号煤矿
投入应用智能快掘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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