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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8 日至 5 月 31 日，由文化和
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山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承办的 2024 年全国导游专业能
力提升培训班在大同举办。来自全国
各地的 160 多名高级导游以及第五届
全国导游大赛 10 名优秀选手汇聚古
都，共享国内旅游业界知名专家学者和
特级导游智慧盛宴，感受浓浓的大同旅
游味道和大同导游优质志愿服务。

本次培训班旨在贯彻落实全国旅
游发展大会工作部署，应对新时代新
征程新挑战，全面提高导游队伍综合
素养。培训班上，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杨丹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
国旅游人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韩玉
灵，特级导游周小丁，故宫博物院研究
馆员、著名作家祝勇，特级导游刘艳
红，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刘建霞
等围绕《规范文博场馆讲解》《新修订
导游服务规范》《导游的未来职业发展
路径》《导游文化素养提升》《导游服务
价值及品牌打造》《坚定文化自信 践行
责任担当 做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优秀
导游》等内容，开展了专题讲座、现场
教学、主题讨论等。每一位专家教授
的讲授都对全国导游员来说是一次难
得的学习机会，授课中迸发出的一些

“金句”给导游员以深刻的启示。
祝勇说，导游是连接祖国大好河

山、灿烂历史文化遗产和游客的桥梁，
对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重
要作用。希望各位参训导游能够各展
所长，对全国导游专业水平的提升起

到示范作用。在他看来，导游文化素
养提升的关键是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 传 承 者 。 结 合 新 修 订 的 国 家 标 准

《导游服务规范》，韩玉灵希望导游要
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极强的动手能力，
能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要看得到山、
望得到水，能把“诗和远方”讲给不同类
型不同需求的游客听。作为全国 23 位
特级导游之一，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
川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高校客座
教授，四川康辉旅游创始人周小丁以其
30余年旅游策划和营销实践经验，向参
训导游指出了未来职业规划的路径。

有着将近 40 年导游职业生涯的国
家级高级导游朱孟麟对云冈石窟有着
特别的感情，每一次带团来到这里，他总
会给游客讲出云冈石窟不一样的美。此
次培训班上，朱孟麟带领全国导游员在
云冈石窟开展了实地教学讲解。导游员
如何讲好云冈石窟？云冈的微笑有着怎
样的含义？云冈之美，美在何处？朱孟
麟用他 40 年的云冈情怀向全国导游员
作了详细解说。当日，天空飘着丝丝小
雨，雨中的云冈石窟显得更加美丽。朱
孟麟披着雨披，有几滴雨滴滴到了他的
脸上，他也顾不上去擦，认真地向全国导
游讲解着。这些导游员中，既有全国特
级导游，又有年轻导游，他们无不被朱孟
麟“渐入佳境”式的讲解风格与云冈情怀
深深地感动。三亚市导游协会蒋世豪
说，朱孟麟是导游的榜样，对导游职业的
热爱与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届全国导游大赛冠军张晓旭

的家乡是大同，目前在山西荣时旅行
社 就 职 。 对 于 此 次 在 大 同 参 加 国 家
级导游培训，她感到十分自豪。在她
看来，每一次带团来到大同，都让她
有一种亲近感。“三天的培训充实而
忙碌，我都没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
但看到大同旅游越来越好，作为大同
女儿，我将继续把大同之美介绍给更
多的游客，来回报大同的养育之恩。”
张晓旭说。

“每一个导游的心中都有一个参加
国赛的梦想。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能
够参加第五届全国导游大赛，结识全国
更多的导游，并向他们学习，是我最大的
收获。”大同市博物馆讲解员谢志文说。
此次培训班还从第五届全国导游大赛获
奖者中精心选拔出 10 名优秀选手参加
本次培训。在培训中，谢志文与 10名导
游再次重逢，激动的心溢于言表。“很高
兴在自己的家乡与他们共同学习、交流，
我们的友情再一次升华。”谢志文说。对
于来自江西南昌的导游余豪来说，这次
难忘的相聚让他记住了大同，记住了大
同导游的亲情服务。在返回南昌的火车

上，他有感而发，一口气写下了 3000 余
字的《大同之行》，讲述他心中的导游情。

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导游分会
会长崔展用“中国导游，灿若繁花，传承
文化，赞美中华”形容此次培训班在大
同举行。她说，文旅部首次将国家级导
游培训安排在山西举办，这难得的机会
幸运地安排到了大同，各省仅有的 2 至
3个参训名额让此次培训云集了全国优
秀的导游。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导
游分会 10 名导游志愿者在培训期间以
过硬的业务能力，热情的志愿服务，给
文旅部、山西省文旅厅相关领导以及国
内专家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国家
特级导游、来自深圳大学的刘艳红老师
邀请，培训期间崔展荣幸地代表大同向
与会领导及学员做了家乡推介及工作
经验的即兴交流与分享。借此机会，崔
展把“大同导游”这个优质服务称号进
行了深度解说，在她看来，“讲好导游故
事，传承中华文化，导游职业的荣誉感
和自信心也需 要 一 代 一 代 地 传 承 下
去。感谢每一个在导游岗位上默默服
务与奉献的中国导游。”

讲好导游故事 传承中华文化
——2024年全国导游专业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大同举办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本报讯（记者 李炯）6月 1日，由平
城区白登山街道办事处北魏文创公社、大
同市连环画收藏促进会主办的“连环画里
的童年记忆展”在北魏文创公社炕围画展
馆开展。本次展览
共展出少儿题材连
环画 300 册，阅读体
验连环画50册。

记者在现场看
到，前来观展的家长
带着孩子“寻找”自己
的童年，通过一本本
连环画讲述着不同时
期的故事。连环画册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它
不仅在绘画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而
且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特点吸引读者，深
受少年儿童的喜爱。

本报讯（记者 冯桢 赵永宏）6 月 1
日，“诗与远方”——左云县首届儿童
诗歌创作研讨会在左云县民俗文化研
究 会（左 云 县 儿 童 文 学 创 作 中 心)召
开。大同市作家协会侯建臣、李文亮、
徐占新、韩众卫，左云县委宣传部长樊
忠，左云县融媒体中心主任边国栋，左
云县文联主席郑建国参加此次活动。
来自左云县部分中小学的小作家也以
文学的方式度过自己的节日。

座谈会上，左云县作家、诗人总结
了近日左云校园文学成果。左云县第
一中学学生白昱和左云县西街小学学
生吴子墨的诗歌作品被国家一级文学
期刊《人民文学》选中，发表在 2024 年
第 6 期。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诗刊》社主办的“荣耀·乡情”希望工
程 未 来 种 子 公 益 计 划 诗 歌 征 稿 活 动
中，左云学生郑雪峰获“未来种子奖”；
另外，有 10 多名学生先后斩获乾友杯
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中小学寓寓言童
话大赛特等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被
誉为“获得奖项最高数量最多”；在第
五届“小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中，学
生吴子冀获得二等奖；有 10 多名学生
斩获第十五届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

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多个奖项；李旭
同学获得“第 2 届青春小作家杯全国征
文比赛”高年级组优秀奖；庄严同学获
得《青春诗刊》首届“奕文杯”全国少儿
诗歌大赛三等奖。

在《人民文学》发表诗歌作品的白
昱、吴子墨两位同学的辅导老师冀利
芬说，成绩的背后是多年来的执着追
求。最幸福的事是自己这块十里河的
青石头，能领着一群小石头沿着故乡泥
土和流水一起去追求诗与远方。以文
促学，以文养德，诗文创作非但没有影
响孩子们的学习，反而因为文学素养的
提高，这些写诗的孩子们更加热爱生
活，热爱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冀利芬现为左云县一中教师、青
年诗人、《中国校园文学》签约作家、中
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
会会员、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省散文
学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中华诗
词》《中华辞赋》《诗选刊》《星星诗词》

《山西文学》《黄河》，以及中国诗歌网
“每日好诗”和各种文学选本等。著有
诗集《倾听摩天岭》《塞土》。7 年来，她
坚持文学创作，不但实现了自己的文
学梦，也培养了上百名小作家。

左云县首届儿童诗歌创作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5 月 30 日，
由大同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
安民团队打造的纯手工全浮雕大型铜
工艺火锅——“九龙奋月锅”，正式交付
同乐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使用。市文旅
局、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市餐饮
饭店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交接仪式。

在交接仪式现场，李安民与同乐
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太平共
同为火锅揭幕并为“龙”点睛。

此次交付的国家级非遗大同铜器
大型火锅名为“九龙奋月锅”，是目前
全国最大的室内在用型铜火锅。火锅

高 约 3.5 米 ，直 径 2.5 米 ，用铜 1000 公
斤，以全国龙壁之乡大同的九龙壁龙形
为题材，运用了浮雕、平雕、镂空等传
统工艺技法雕錾，历经半年多的时间
手工打制而成。铜火锅设计精美，雕
工精湛，纵观火锅的每一个部位，都极
富神韵，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并美。

大同铜器制作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穿越历史烟雨，依
旧熠熠生辉。“九龙奋月”铜火锅凝聚了天
艺昌团队工匠们的心血与智慧，不仅是一
件艺术品，更是大同铜艺文化的精彩展
现，将成为大同文旅发展的又一亮点。

纯手工全浮雕大型铜火锅“九龙奋月”交付使用

“连环画里的童年记忆展”开展

我第一次接触《大同日报》，还是上
小学时。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上世
纪八十年代的某个清晨，年少的我从父
亲手中接过这份报纸时的情景。父亲
说：“儿子，你不是想写好作文吗？爸爸
没什么文化，教不了你，以后你就从报纸
上学习吧。这上面什么都有。”从此，《大
同日报》成了我学写作文的好帮手。老
师每布置一篇作文，我所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从这份报纸中寻找相关素材。

到了中学阶段，我越来越渴望了解
“外面的世界”，于是开始浏览和阅读
《大同日报》的所有版面。那时的资讯
远没有如今这般便捷发达，可以在手机
和互联网上随时随地看报。在阅读《大

同日报》的过程中，我仿佛走过了千山
万水，领略到世间的百态人生。每当我
遇到困难和挑战时，《大同日报》上的那
些激荡人心的励志故事和深入浅出的
理性分析，总能给我力量和启示。

就这样，在《大同日报》陪伴下，我
逐渐从一个稚嫩的学生成长为一名国
有企业一线技术工人，它不仅开拓了我
的视野，也丰富了我的知识，更激发了
我对生活的思考。同时，我始终关注着

它的变化和进步，对它的与时俱进和所
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由衷感到高兴。
我与这份报纸一路同行，共同见证了岁
月的流转与变迁，它不仅仅是时代的记
录者，更是我成长的见证者和内心的共
鸣者。《大同日报》以其严谨的态度和翔
实的报道，深深地吸引了我，那种直抵
人心的力量，让我对其产生了无尽的敬
意和信任。

读得多了，内心深处自然会萌生出

写的念头。可是我开始很忐忑，写了好
几篇也不敢对外投稿，生怕写出的稿件
难以达到《大同日报》的录用标准。直
到 2017 年的秋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向

《大同日报》投出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
—— 一 篇 关 于 小 雨 的 随 笔《丝 雨 无
声》。当 11 月 6 日的《大同日报》摆在我
面前时，我万分激动。那一刻，我深深
体会到了分享和交流的快乐，也坚定了
我继续写作的决心。

自那以后，就像一道光照进来，点
燃了我写作的激情。我深知，要想在

《大同日报》上持续发表文章，仅凭一腔
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磨
砺。于是，我与《大同日报》更加“亲近”，

从阅读中体会和感悟写作的“门道”，汲
取各种文学作品的精华，学习大咖们的
写作技巧和表达方式……我沉醉在《大
同日报》博大精深的文字世界里，感受着
每一篇美文佳作所蕴含的智慧和力量，
从中吸收提高写作水平的“养分”。同
时，我更加留意身边的生活，通过用心观
察和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用文字
生动地描绘那些感人的场景。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与思考，我陆
续写出了多篇文稿。每一次提笔，我都
仿佛与自己对话，通过文字去探寻内心
深处的思考和感悟，每篇文章都是我真
实情感的流露，表达的都是我对生活和
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后，随着《我和小

舅》《酒如诗》等几篇散文相继在《大同日
报》发表，我写作的自信心与日俱增。这
些作品或许并不完美，却是我从一名读
者向一名投稿人转变的见证。时至今
日，这份报纸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每当捧读《大同日报》，时常会
想起那些与它一起走过的日子。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的出
版，凝聚了众多人的心血和努力，群策
群力，在岁月的轮回中，每个日日夜夜，
主创团队不断地整理、讨论，深研细挖，
将整套丛书分为 12 个内容，即《老店字
号》《寺庙古建》《街巷故事》《行业印迹》

《梨园史话》《民俗再现》《老城古堡》《边
贸互市》《古韵清音》《名人故事》《非遗
文化》《大同老院》。我编写的是《非遗
文化》，大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着
古都的文化风韵，是鲜活的大同文化符
号。虽然我在新闻宣传工作中一直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各种各样的接触，但
是一直没有系统梳理过这些文化宝藏，
更没有从理论的角度去观察、思考。所
以这次参与这套古都大同地域文化丛
书的编撰，得以深入，得以和有关专家、
学者、传承者、文创工作者接触，得以换
个角度看身边的人文景象，这是我的幸
运，也是一段值得重点标记的人生历
程。期间我也动摇过，因为我毕竟不是
专职从事非遗研究的，碎片化的资料、
非系统的认识让我一度担心自己是否
会拖了团队的后腿。幸运的是，主编崔
银一直在支持、鼓励我。更令人欣慰的
是，《大同非遗》从策划、整理、编写成书
的全过程，得到了团队每个人的鼓励关
心，也得到了众位专家、好友的帮助，让
我有了勇气前行。在每天的工作中，尤
其是发现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关注非
遗，在传承中创新并不断寻求与当下生
活的连接之际，我豁然觉得非遗正悄悄
变得年轻。

评论界认为，《古都·大同文化系列
丛书》以其规格高、品位高、层次高，全
面、系统地展现出大同独特的历史文化
风貌，而主编崔银的付出，一直是默默
的，他和他的文化团队历时二十余载，留
存了城市变迁的大量图片和影像资料。

面对《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我
们推开了一扇多视角观察大同的大门，从
中看到老店、寺庙、街巷、行业、戏曲、民
俗、城堡、贸易、古韵、名人、非遗、老院的
历史变迁。这些要素构建起一个生动的
文化系统，展现出一个鲜活的历史时空，
而这一切亦是中华文明的缩影之一。

古都大同，历史积淀厚重，文化多
元。在漫长的岁月中，在历史的长河
中，文化累积的过程中，大同形成了丰
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大同市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281 项，其中国家级非遗 8 项、省级非遗
50 项、市级非遗 135 项；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 6 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39 名，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154 名。这些丰富

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身份认同。

非遗是古老的，自不待言，非遗也
是年轻的，需要到现实中观察，需要去
研究非遗传承与发展中的新景象。在
为此书查找、整理材料与走访专业人士
的过程中，我发现古老又传统的非遗逐
渐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发生着越来越多
的联系。包括一些年轻人，他们不仅追
求新潮和前卫，也对非遗具有相当的兴
趣，把时代元素与非遗结合起来，让非
遗变成了一种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
既维系着相关社区、群体、个人的认同
感和持续感，也是确保世界文化多样性
和人类创造力的重要资源。

《古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的编辑
出版，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经过了多
少场风霜雨雪，经过了多少次长途跋
涉，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是一份足
以传之后世的文化财富。古都大同这
座城市，是蓬勃的，是厚重的，《古都·大

同文化系列丛书》的面世，是古都大同
对历史文化的一次梳理和传承，而《古
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已经走向社会，
走向人们的精神家园，也走进了千家万
户，让每一个读者在丛书里感受社会的
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感触这片古老土地
的文化火热。

大 同 城乡近年来文旅欣欣向荣，
文 化 与 旅 游 的“ 双 向 奔 赴 ”正 在 共 同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也 在 赢 得 各 界 点 赞 。
应 该 说 ，《古 都·大 同 文 化 系 列 丛 书》
出 版 ，适 逢 其 时 ，在 书 籍 里 遇 到 城 市
的昨天和今天，也在文字和图片里看
到 城 市 的 未 来 。 每 每 当 我 回 忆 起 整
个团队在一起工作时的场景，就心生
暖 意 ，一 群 热 爱 这 个 城 市 的 人 ，大 家
齐 心 协 力 、不 辞 劳 苦 地 付 出 ，只 为 了
一 件 事 ，一 个 共 同 的 心 愿 ，就 是 让 更
多的人认识、了解、走进、爱上古都大
同……如果说写作是为了铭记，那么
这 些 记 录 也 必 定 会 让 古 都 大 同 拥 有
更美好的未来！

“ 融 入 京 津 冀 ，打 造 桥 头 堡 ”，大
同 再 出 发 ，奋 力 推 进 高 质 量 发 展 ，这
无 疑 给 古 都 大 同 提 供 了 保 护 、传 承 、
发 展 的 良 好 机 遇 ，也 为 这 座 城 市 文
化 事 业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指 出 了 更 清
晰 的 目 标 。 从 国家到地方，从事业到
产业，从宏观环境到工作指向，《古都·
大同文化系列丛书》呼应了一个向上的
时代和昂扬的氛围，我们有理由相信当
代大同文化发展，一定能成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澎湃旋律中的昂扬乐章，《古
都·大同文化系列丛书》亦能见证和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让人们在此看见大
同，憧憬未来！

（作者系大同市播音学会副会长、
秘书长）

看 见 大 同 憧 憬 未 来
孙丽

我与《大同日报》的情缘
戴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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