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征集时间：即日起至10月
10 日征集作品主题及类别：以“寻
陇上非遗”为主题，通过个人才艺
展示（绘画、写作、手工、摄影），来
展现自己眼中的最美非遗项目，所
选非遗项目以突出甘肃本土元素
为主。

1.“我来画非遗”，创作形式为：
儿童画、线描画、国画、水彩水粉
画、素描、速写、版画、漫画、连环
画、宣传画等形式均可。规格大小
4开纸张，在作品背面贴上标签，标
注：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联系电
话、所在学校、年级。线上投稿时，
将作品拍照上传即可，优秀作品可
参加线下非遗作品成果展。

2.“我来写非遗”，由参与本次
活动作者将作文以电子版形式发
至投稿邮箱，并注明作者姓名、联
系电话、所在学校、年级。

3.“我来做非遗”，创作形式为
手工美术作品，在作品底部贴上标
签，标注：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联
系电话、所在学校、年级。线上投稿
时，将作品拍照上传，并附百字以内
作品的创作设计文字说明，优秀作
品可参加线下非遗作品成果展。

4.“我来拍非遗”，创作形式为
摄影作品，选取某一种非遗项目进
行拍摄，构图可以是制作场景也可
以是成品展示，在作品背面贴上标
签，标注：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联

系电话、所在学校、年级。线上投
稿时，将作品拍照上传，并附百字
以内作品的创作设计文字说明，优
秀作品有机会参加线下非遗作品
成果展。

投稿方式：线上征集，投稿邮
箱为 48041905@qq.com，投稿标题
格式：寻陇上非遗+姓名+作品类
别，咨询电话0931-8158111。

征集要求：参与者年龄为 6-
18 岁，个人投稿、集体投稿均可。
投稿作品应为原创，内容积极向
上，可反映各中小学校“非遗进校
园”“非遗社团”成果，展现形式鼓
励个性创新，风格不限。

活动展示：作品征集期间，奔

流新闻将开通活动专题，兰州晨报
推出“奔流少年”专版，对投稿作品
择优专题发布。

作品评选：活动组委会经初
选、复选，并邀请甘肃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甘肃省作家协会、甘肃
省少工委办公室、甘肃省摄影家协
会、兰州市美术家协会的知名作
家、美术家、摄影家，与奔流新闻资
深记者共同参与终选。终选作品
将有机会参与线下非遗优秀作品
成果展，以绘画、手工、摄影作品为
主，参与作品展的小作者将有幸获
得摄影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专家现
场指导。所有获奖选手均颁发获
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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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精彩传承当少年
全省青少年非遗写作绘画创意征集活动等你来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口口相
传、不落文字的文化技艺，但在孩
子们眼中，“非遗”更加具象化，是
那一眼入心的敦煌壁画，是那绚烂
多彩的马家窑彩陶，更是与祖辈在
村口看到的皮影戏……

“寻陇上非遗 展少年风采”全
省青少年非遗写作绘画创意征集
活动启动以来，陆续收到来自兰州
市，以及环县、徽县、临洮县、静宁
县等省内多地中小学生的投稿，从
手工到绘画、习作，一幅幅精美的
作品传递的是同学们对非遗的喜
爱，每件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孩子
们眼中独具魅力的非遗文化。

张真瑜用手中的陶泥仿制马家窑陶罐。

彩陶，源于数千年前洮河两岸，
先民们用触手可及的陶泥描写涂
画，在一个个陶罐上面留下了自己
生活的足迹。他们或许不曾想过，
五千年后，这些平常日子里的细碎
记忆，会成为现代人解读历史的文
明密码。

瞧，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小学
三年级张真瑜同学用手中的陶泥，仿
制马家窑陶罐，这份投稿作品代表的

正是他对本土非遗最入心的记忆。
从幼儿园起就喜爱捏捏做做的

张真瑜，陶泥对他似乎有一种魔力，
小小的他愿意去触摸、去感知、去了
解。他对陶艺情有独钟，经常会琢磨
制作一些有意思的瓶瓶罐罐，得知此
次全省青少年非遗写作绘画创意征
集活动开始征集作品，张真瑜便萌生
了仿制马家窑彩陶双耳罐的想法。

“之前妈妈带我在甘肃省博物馆看到

过双耳罐的原型，原型要比我做的大
很多，我做的是缩小版。”可爱的张真
瑜介绍着投稿作品。

“这次我参赛的马家窑陶器采
用了拉坯加泥塑装饰和彩绘的办
法，在制作过程中，拉坯成型相对要
难一点，因为经常学习陶艺，基本一
次就成型了，最难的就是做那个瓶
子肚子和瓶口的过程，需要固定形
状，最终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

对于“非遗”的理解，张真瑜觉
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祖先留
下来的文化瑰宝，很多内容都完美
地展现了当时人们手艺之高超，审
美之独特。“有机会把我喜欢的陶艺
展现给大家，特别开心，希望能遇见
与我有相同爱好的同龄人，可以一
起交流，让这项非遗走得更广更
远。”张真瑜年龄虽小，但传承非遗
的责任感却令人感动。

在参赛作品中，许多同学对
“非遗”的认识承载了记忆中美好
的时光，兰州市城关区畅家巷小学
五年级四班的石佳蔚第一次接触
陇剧是因为爷爷，“小时候，爷爷把
我抱在怀里，兴奋地给我讲陇剧的
人物故事，兴起时还要咿咿呀呀哼
上一段，起初我对此毫无兴趣。后
来这种唱腔越来越熟悉，我不禁产
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陇剧会流传百
年，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呢？”石佳
蔚说，直到她偶尔在爷爷的床头柜
里翻到一本《枫洛池》的陇剧戏本，

其中动人心弦的故事，让她彻底迷
上了这种戏剧，这次她投稿的就是
一篇以陇剧为主要内容的习作。

而在陇南市徽县第四中学七
年级（22)班李龙的眼中，是泥阳泥
塑让他认识了“非遗”。“泥阳泥塑
是徽县泥塑工艺品的典型代表作
之一，泥阳泥塑始于西周，距今已
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因为徽县泥土
资源丰富，质地精良，适宜制作各
种泥塑作品。”他这次投稿习作正
是以徽县泥塑为素材。

本次活动征集的优秀习作，将

获得奔流新闻·甘肃小记者、天津
津报小记者、浙江中国蓝小记者、
四川达州日报社小记者、乌兰察布
融媒小记者、西海都市报西海学生
记者六地主流媒体小记者平台颁
发的证书，并有机会结识更多志同
道合的小伙伴，与各地小记者面对
面交流。

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同学
们，快来用你最擅长的方式，在这
里，展现心中最美的那项非遗技艺
吧。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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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陇剧 爱上徽县泥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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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的马家窑陶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