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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大理国际艺术家园区二期业主：

感谢您对大理国际艺术家园区二期项目（6、7、8、12栋）的支持与厚爱，您购买的房屋已具备约定交付条件，符合

约定交房标准，兹定于2024年5月31日起办理交房入住手续。届时，敬请购房业主携带《商品房购销合同》、收据原

件、业主本人身份证原件，前来大理国际艺术家园区物业服务中心办理交房手续。

特此公告

大理银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7日

交房公告

●张锡禄遗失残疾人证一件，号
码：53290119470314003444。

●王子龙遗失云 L92062 车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一件，号码：
532923012126。

●大理市童童服装店遗失金税
盘一件，号码：661730593395。

●大理市熙禄酒店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号码：5329000029734。
●大理市熙禄酒店遗失合同专

用章一枚，号码：5329000029733。
●大理市熙禄酒店遗失法人简

树辉私章一枚，号码：5329000029732。
●大理市格诺美容店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一 件 ， 号 码 ：
92532901MA7F7L8H9T。

登报作废

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

□ 记者 赵丽花 张丽

徐杨枣红，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
委员会委员、祥云县彩云艺术团演员。

5月23 日上午，徐杨枣红做客由
政协大理州委员会和大理州融媒体
中心联合推出的全媒体直播节目

《大理州政协委员访谈录》，就自己
如何走上艺术道路、从声乐演员跨界
到音乐剧演员，对文化软实力如何助
推大理文旅新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履
行政协委员职责等话题与主持人进
行交流。

“音乐小鸟”在梦想的
路上乘风破浪

徐杨枣红是巍山县人，本科毕业
于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表演专业，2017
年4月参加工作，现在是祥云县彩云艺
术团的一名声乐演员。

主持人：你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
的？可以谈谈你的经历吗？

徐杨枣红：我从小喜欢唱歌，15岁
开始在原大理州实验中学学习音乐，
2015 年 6 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
2017年 4月招考进入彩云艺术团。工
作的第二个月，就遇到了大型红色花
灯戏《省委书记王德三》选角。我出演
了苗寨寨主的小侍女。也因为这个小
小的角色，在舞台上不断锻炼、积累，
奠定了后来从一个民族声乐演员跨界
到音乐剧演员的基础。工作以来，我
每年都要参加三月街和州庆文艺汇
演，作为基层演员，表演、戏曲、唱歌
都要参与，让我们年轻一代的文艺工
作 者 不 断 地 去 开 发 自 己 的 潜 能 。
2019 年 7 月，州白剧团参加“云南省
新剧目展演”需要合唱队员，我和州
白剧团的演员一起参与了《家在大理》
这部剧的演出。历时两个月的排练，
让我对白族文化、白族音乐有了更多
的认知。结束《家在大理》的演出
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大理州第十六
届“洱海歌手大赛”的选拔，我荣获
了民族唱法决赛金奖。说起“洱海歌
手大赛”，两年一届的比赛，我一共参
加了四届。从一个刚刚学习声乐的
高中生首战落选，到后来陆续获得优
秀奖、铜奖、银奖，最后拿到金奖。比
赛中我选了一首花腔歌曲《青春舞

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太阳下山明
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依旧
会开”，非常契合我的心路历程。我
也希望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可以像

“青春小鸟”一样任凭风吹雨打，依
旧 可 以 在 梦 想 的 路 上 乘 风 破 浪 。
2019 年年底，我到中央电视台录制

《音乐公开课》节目，在节目中向全
国的观众介绍了大理的民俗文化，
展示大理的山歌小调。2020 年，我
入围第十三届云南省青年演员决赛，
获得本土歌曲民族组优秀奖。多年
来 ，除 了 参 加 省 州 市 的 各 项 文 艺
演出、比赛，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参
与戏曲进乡村和流动小舞台演出，
共计 80 余场。

出演《七彩云霞》女主角
“金花书记”

2022 年，州白剧团排演大型民族
音乐剧《七彩云霞》，当时主创人员在
全州各地选角，最后确定由徐杨枣红
担纲该剧女主角——金花书记。

主持人：《七彩云霞》这部剧让你
从一名声乐演员跨界到了音乐剧演
员，请你谈谈这部剧的排演经过？

徐杨枣红：从一名声乐演员跨界
到音乐剧演员是我没想到的事情。
2022 年 9 月，我参加了在昆明举行的
云南省第十三届青年演员比赛。比赛
完回到祥云，就接到了通知，让我去面
试州白剧团即将要排的一部大型民族
音乐剧《七彩云霞》。当时导演直接给
了一段剧中音乐，让即兴演唱，还有念
白、即兴表演和才艺展示环节，我演唱
了弥渡花灯民歌《绣荷包》。就这样通
过了面试，让我先进剧组观摩学习，因
为当时的A角是北京煤矿歌舞团的孙
蓉老师。由于我们排练的时间比较紧
张，也在一直调整音乐，很多时候都是
当天出音乐，我们就坐排，导演会要求
演员第二天就得脱稿，我就一路跟着
A 组老师们的节奏背台词、唱段。当
时 A 组的老师在苍山饭店公演结束
后，突然就接到有关部门电话，给我们
B 组派了任务，这是我成为主角的第
一次亮相。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七彩
云霞》这部剧的创作背景，剧里“七霞
庄”的原型就是洱源县郑家庄村。

2019年 12月，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村
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七批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从“人穷路烂，人心涣
散，矛盾不断”到“村民团结互助、和谐
共处、共同富裕”，郑家庄村走出一条
民族团结进步的路子。而《七彩云霞》
就是把郑家庄村的故事加以创作，搬
到了舞台。剧中的女主角“金花书记”
就是“七霞庄”的党支部书记。“金花书
记”是一位乡亲们帮扶照顾长大的孤
儿，她努力读书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一
心回到家乡，带领大家一起脱贫致富。

主持人：《七彩云霞》公演后，得到
广泛好评，相关短视频也被转发、点
赞，枣红作为女主角也出圈了。在此
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和细节触动
到你呢？

徐杨枣红：去年，《七彩云霞》在昆
明会堂和云南大剧院分别进行了公
演，有许多高校的大学生也来观看，同
学们转发朋友圈说“学习的目的是为
了振兴家乡”，这一刻我觉得我们的辛
苦付出是值得的。我在演这部戏的时
候，除了把民族唱法改成唱剧这个难
点，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人物面对不同
关系时候的表演层次。在两个月的时
间里，我真的把“金花书记”跟自己融
合，把自己当做了她。其实在现实生
活中，我还是跟这个角色有几分相似
的。我也是因为热爱家乡，毕业后选
择了回乡工作。虽说我做的是文艺工
作，但我也想通过艺术的形式给大家
带来精神的享受，通过自己的努力助
力家乡的文旅发展。

为家乡文旅产业发展
建言献策

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实践，徐杨枣
红关注到了文化软实力对经济社会特
别是文旅产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
推动作用，也非常荣幸自己以政协委
员的身份，能够为我州文化旅游事业
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主持人：结合自己的创作演出经
历，你觉得目前我州的民族青年文艺
人才的成长还存在哪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或短板？你有什么建议？

徐杨枣红：大理州曾经推出许多
经典的白剧、花灯剧、歌舞剧，但是
由于经费的短缺无法走出家门推
广。城市的灵魂在于文化艺术，而
人才振兴才是文化振兴的关键，我希
望我们能用文化的发展去吸引全国
各地的人来到大理。近几年，一些来
自全国各地的艺人来到大理，他们驻
足苍山洱海之间，用歌声、音乐、诗
词，向全国乃至世界用直播的新媒体
方式传递大理的美好，而他们也成为
了“新大理人”。我认为，在今后的创
作中，要接近群众，要创作精品，更要

“接地气”。我们也需要加大新媒体
平台的推广，我们的文化人才、民族
文艺作品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
让文化作品走出去。本土艺术家也
需要和外地艺术家一起相互学习，
相互融合。

主持人：新媒体时代，我们的民族
剧、歌舞剧应该怎样创新出更多的接地
气、感动人、感染人的文艺作品或产品？

徐杨枣红：互联网的不断进化为

大数据应用奠定了基石，社交媒体平
台以及自媒体矩阵等多种形态的新
媒体正借助于大数据的支持，发挥着
重要的用户吸引和内容推荐引流的
作用。这些技术在帮助传统文化艺
术下沉到最基层、最末端方面展现出
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各类艺术创作
者通过新媒体平台宣传推广其作品
能够有效地与受众互动，平时喜爱艺
术的民众在掌上平台就能享受到艺
术带来的愉悦感，而社交平台的内容
推荐体系又能发掘潜在受众，让更多
的人对艺术产生兴趣，从而推动传统
文化艺术的传承，加深其影响。新媒
体平台在这一过程中也因为艺术作
品的不断输出进而实现平台的多元
发展，增加平台价值。新技术的辅助
和新媒体矩阵在传播、沟通方面的加
持有效助推各类文化艺术不断“出
圈”。对于如何创作感人的、接地气
的文艺作品，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创作
离不开“以人为本”，只有现实主义题
材的作品，弘扬好人好事的故事才能
感动观众，有精神追求的作品才能感
染观众，讲老百姓爱听的故事才能接
近观众，才能接地气，才能创作出好
作品。

主持人：作为一名州政协委员，你
的政协提案提交情况如何？

徐杨枣红：作为政协委员，在履职
期间，每年我都会参与调研，更多的
是关注身边人身边事。在去年的州
政协第十四届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

《关于文创 IP 引导疫情后消费打开
节日宝藏的提案》，成为了重点督办
提案。提出这个建议的初衷是想让
青年人保护我们传承下来的民族文
化基因。

作为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大理
州有 13 个世居民族，23 种民族成份，
是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乐土，
素有“文献名邦”之称，民族节会活动
丰富多彩，有传统的三月街、绕三灵等
198个民族传统节会；有结合实际创新
举办的大理国际影会、兰博会、开海
节、核桃节等。近年来，州委、州人民
政府高度重视传统节庆文化资源的挖
掘、传承、保护与开发，不断推动文化
活动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但
由于缺乏深度挖掘和开发，缺乏系统
的规划引领，大理很多节庆活动的文
化功能、产业功能还没有得到有效发
挥，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所以我提出对节日文化、地方特色文
化进行系统研究，为节日文创提供翔
实、准确的文化资料。主管部门加强
节日文创的引导、节日活动的规划、城
市级节事的 IP 打造，为市场主体开展
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提供自由空间和
秩序保障。品牌借助节日的文化感召
力、情感纽带、社群吸引力，开发节日
文创产品、布置节日文创氛围、打造
节日文创活动，拉近品牌与消费者之
间的距离，形成专属的节日文创 IP，
沉淀品牌资产和价值。从事文创的
创作主体，既要追本溯源，尊重、挖
掘、传承传统，又要有创新意识、国际
视野、潮流触角、用户思维，在巨大的
节日文化宝库里掘金，用自己的创作
充实这个宝库。

政协大理州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徐杨枣红——

用文化软实力助推文旅新发展
□ 通讯员 王滟 周云深

“以前打扫完卫生想要休息一下，
只能在路边或者树底下坐一会儿，现在
有了这个‘驿站’，累了可以到屋里歇歇
脚，还能充电、热饭，热水、应急药品
也可以免费用，感觉很贴心、很温暖。”
洱源县绿铭环境发展有限公司环卫工
人李庆花每天都会到玉湖公园内的工
会驿站休息一会儿，这已成为她每天
工作忙碌之余休息的一种方式。

步入工会驿站，映入眼帘的是配
备完善齐全的各类设施，除了有桌椅、
微波炉、冰箱、饮水机、电视机等常用
设施设备，还贴心准备了应急药箱、雨
伞、手机充电器等物品，基本解决了户
外劳动者“喝水难、热饭难、休息难、补
给难”等问题。

“工会驿站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

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洱源超越
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快递员马桂庭说。

近年来，洱源县总工会坚持把工会
驿站建设作为一项民心工程，不断加强
对新业态就业人群及户外劳动者的关
心力度，陆续建成工会驿站 8 座，每天
惠及户外工作者 400 余人次，真正让工
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遮风避雨“温暖
的家”。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在用驿
站的服务功能，真正打通服务户外劳
动者‘最后一公里’。”洱源县总工会副
主席毕丽英介绍，洱源县总工会还将
开展送政策、送温暖、送清凉、送文化、
送健康等服务项目，持续加大站点服
务力度，让户外劳动者冷可取暖、热可
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伤可用药，
形成全覆盖、便捷化的“暖心驿站”服
务矩阵。

洱源县工会驿站
成为户外劳动者“温暖的家”

漾濞县雪融玉带体育公园风景怡人，很多市民早晚都喜欢到这里散步、锻炼身
体。（摄于5月21日）

近年来，漾濞县以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人居环境为契机，按照绿美城市建设部署
和要求，以“恢复古城区、更新老城区、打造新城区”的思路，以“一环、一轴、一带、一线、
四纵四横、六大前区、多个节点”的规划布局，准确把握好“绿与美”“时与度”“建与管”
的关系，先后规划建设了苍漾公园、雪融玉带体育公园、黑惠江公园、飞凤山公园、皇庄
公园以及一批口袋公园，实现县城绿化率40.14%、绿化覆盖率41.25%、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12.23平方米。

［通讯员 李灿美 摄］

徐杨枣红（左）在音乐剧《七彩云霞》中出演女主角“金花书记”。（资料照片）

绿美大理

巍山古城居民骑行在北隅小区绿化带旁的道路上。（摄于5月21日）
近年来，巍山县全面推进绿美城市建设，以“增加绿量、提升品质”为主线，循序

渐进增加城市绿量，因地制宜提升城市绿化品质，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目
标，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通讯员 张树禄 陈妍霞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