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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次参加培训的学员，宁
夏艺术职业学院培训部主任杨乐介
绍说，这60名学员，有的是从宁夏
各市、县（区）文艺表演团体、民间文
艺团队来的演员，有的是山花儿代
表性传承人，也有的是热爱花儿的
学徒和爱好者，从2023年12月15
日开始，他们因“花儿”相聚在宁夏
艺术职业学院，开始了这场专业的
研修之旅。

此次培训班由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项目
支持，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宁夏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石
嘴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石嘴山市
文化馆协办。专题培训至2024年
1月11日结束，这期间，中国艺术研
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李宏锋，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艺术委员会副
主任马成祥，教育部音乐与舞蹈学
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张君仁等

15位专家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前
沿引导、音乐素养提升等方面进行
专题授课。“理论知识、演唱技巧、舞
台实践……可以肯定的是，通过精
心设计的课程内容和形式，当学员
与专家们这样面对面交流时，宁夏
花儿，在传承和发扬上，又迈出了扎
实的一步。”杨乐说。

对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
共服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四级调
研员刘国红表示，此次开设花儿专
题培训班，就是希望能帮助花儿非
遗传承人和爱好者们，提高花儿演
唱技巧和舞台实践，并通过排练已
有节目、创作新歌曲、创排山花儿演
唱会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提升专业
素养和技艺能力，进一步推动山花
儿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明年我们
将继续举办花儿歌会，唱响宁夏好
声音，继续打造花儿品牌，大力推动
文旅融合发展。”

优秀作品频出
连续两天的线下评审，每位创作人1分钟的

作品阐述视频，多位业内专家现场评分……347
件非遗创意作品一一亮相，丰富的内容、精湛的
技艺，充分体现了非遗传承人的设计思路和技艺
水平。想在这些作品中选出优秀来，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

“线下评审结束后，还要进行线上投票，最终
会进行综合评判，选出优秀的非遗创意作品来。”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和非遗处一级调研
员万亚平介绍说，此次“聚薪火·尚时出新”非遗创
意作品评选活动遴选全区五市非遗参赛作品347
件，共计202名非遗人参赛，涉及刺绣、泥塑、木
雕、烙画等70个非遗项目。“我们邀请了美术、传
统文化、非遗研究、文创设计等领域专家组成非遗
评审团，对所有作品进行评审打分，专家们感慨本
次参赛作品审美水平提升较高，作品质量进步明
显，更加接近市场化，符合年轻人消费价值观，对
于助力宁夏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会有
较大帮助。”

重要的“铺垫”
与以往组织非遗创意作品大赛不同，本次评

选仅是“非遗进万家·文旅展风采”2023年宁夏黄
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大赛分项活动之一。

万亚平介绍说，在此之前，为促进传承人更好
地创意研发符合时代需求、审美需求以及能和文
旅深度融合的好产品，不仅开设了非遗创意专题
讲座，还组织专家团在全区进行采风，专家们根据

“自然风光”“宁夏宝藏”“地方风俗”“创新融合”四
个主题，从500余张待选素材中，提炼出具有地方
特色、符合审美价值、具备创新特性的图录纳入非
遗创意素材库，并对采纳素材提出了非遗创作、市
场化应用等方面的建议，这些都为非遗传承人的
创作打开了思路。“有了这些‘铺垫’，才让这次的
参赛作品有了高水平的呈现，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最终花落谁家。”

60名学员，唱响宁夏花儿

347件非遗作品
静待“花开”

评审现场。

记者王敏

元旦放假前，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举办的“聚薪火·尚时出新”非遗创意作品

评选活动进行线下评审，来自全区五地市

的347件非遗作品经过此次评审后，将进

行五市巡展，并亮相“非遗过大年”活动现

场，本次评选活动各奖项最终会花落谁

家，届时将正式公布。

非遗传承人王德勤与孙女王博艺对唱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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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声音为花儿注入活力

“嗨，湾段头的萝卜哎，大沟沿
的葱……对面子洼哩哎一条条沟
呀，知心的个话儿拉呀拉不够……”
一首《湾段头的萝卜大沟沿的葱》唱
罢，《眼泪花儿把心淹了》《绿韭菜》
《绕三绕》等20个极具特色的山花
儿节目轮番上演。在60位学员精
彩的演绎下，不但生动展现了山花
儿的魅力，也通过独唱、对唱、合唱
等形式，表达了每个人对山花儿的
理解和态度。

除了参加本次培训班的学员们
上台表演，演出现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德勤
与孙女王博艺对唱的《高高山上红
日头》，让人印象深刻，70岁的传承
人独特的唱腔和11岁孩子清澈优美
的歌声相呼应，将演出推向了高潮；

而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传承人
撒丽娜带来的《花开少年来》，也让
学员们报以热烈掌声——对于他们
来说，能和自己心中的“明星”同台
演出，这样的交流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次汇报演出让我非常欣喜
的是，培训对象从往年只针对花儿
的非遗传承人，到现在吸收了很多
年轻的花儿爱好者参加培训，他们
有朝气，对花儿有热爱，通过为期一
个月的系统学习，能够在未来把花
儿这一艺术形式传播给更多的人，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王德勤说。演
出结束后，很多年轻的花儿爱好者
找到王德勤，想拜师学艺，这让她十
分感慨，“宁夏花儿的未来，需要这
些年轻人，相信他们会带给宁夏花
儿不一样的活力。”

专业指导助力宁夏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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