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七十华诞之际，云南艺术

学院以“上好国防教育这一课”向祖国献礼。长期以来，学校

致力于培养共和国的优秀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大力开展

学生国防教育，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模式。

有一种青春，叫携笔从戎，有一种追求，叫精忠报国。同

学们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我校圆满完成了 2019 年度

新兵征集任务。今年学校共有近 200 人参加应征入伍报名，

共计 44 人被各级征兵办批准入伍。其中 21 人从学校入伍，

23 人从地方应征入伍。学校现有退役复学学生 60 人。

        5 月 10 日，我校召开了 2019 年征兵工作部署会，在会

上总结了去年征兵工作并安排部署了 2019 年征兵工作。

6 月 18 日，通过举办在 “赞

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梦”爱

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暨 2019 年

征兵宣传活动，宣传国家和学校

对于高校大学生参军入伍的支持

和优惠政策，分享了退伍老兵的

军营经历，激发学生参军入伍的

热情和国防观念。树立了同学们

“青春风华正茂，参军无上光荣”

的精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坚定了

应征入伍同学的参军信心。

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教学训

练，提升军事理论课教学质量，抓

好军事训练教育管理工作，将国

防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基干民兵队伍建设，抓好

民兵队伍的组织整顿和出入队工作，使基干民兵深入一线

负责开展学校日常国防教育宣传工作和校园安全稳定工

作，在应对急难险重任务上能有所作为。

        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9 月 16 日至

17 日，“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青春

力量”全国高校青年师生演讲比赛在南开大学举行。我校戏

剧学院 2017 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张露月携演讲作

品《让我来，我们行》荣获银奖。《让我来，我们行》中讲述了

杜富国的事迹，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自己生活的乡村发生的巨变，用感人的故事诠释了

新时代青年的奉献与担当精神，也展现了和平时期新时代

青年的深厚爱国情怀和蓬勃的青春力量。

之前，在我校组织开展的 2019 年征兵宣传活动中，张

露月以作品《雷声落丹心》荣获校级比赛一等奖。之后被推

荐参加云南省“时代新人说——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青春

力量主题暨第三届“爱我国防”大学生演讲大赛，荣获预选

赛第一名。在戏剧学院教师王旭东的辅导下，对演讲作品反

复打磨，经学校逐级推荐报送，张露月代表云南省参加“青

春力量”全国高校青年师生演讲比赛，最终取得优异成绩。

9 月 23 日，“2019 年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在图书馆报

告厅举行，学校学生工作部（处）相关负责人以及各二级学

院相关辅导员和学生代表 3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

活动在我校师生中营造了良好的国防教育氛围，增强了广

大师生的国防意识，提高了广大师生参与国防教育和支持

国防建设的自觉性，为我校今后做好国防教育工作奠定了

基础。

2019 年我校以全民国防教育日为契机，抓好学生国防

教育工作，提高了学生的国防意识，增强了学生爱党、爱国、

爱军的情感，激发了学生建设祖国，献身国防的光荣感、责

任感和使命感。超额完成了年度征兵工作任务 , 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我在云

艺，祖国有我！云艺学子将自觉树立国家意识、民族意识、

责任意识，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南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以及云南民族文化强省的建

设作出不懈努力的意愿和决心。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云南省美协副主席汤海

涛，美术学院副教授沐晓熔分别作为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

代表发言。

最后，中华世纪坛艺术馆执行馆长冀鹏程讲话并宣布

展览开幕。他指出云南艺术学院提供了很好的创作平台，实

施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1：1 经费配套的奖励机制。他希望

在这片沃土上，不仅能申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同时能够在

国家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进行更好地互动、交流与合作。

开幕式结束后，各位领导和嘉宾合影留念并移步至展

厅参观展览。上午 11 点，“文化的多样性与当代青年创新的

路径”研讨会在我校图书馆会议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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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艺术学院21件作品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全国“‘非遗’传统舞蹈生存现状研讨会”
在云南艺术学院成功举办

我在云艺 祖国有我——云艺学子为国防贡献青春力量

我校作品入选“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第十五届云南省新剧目展演
为了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了

以“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云南省新

剧目展演。

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与我校舞蹈学

院共同打造的傣族大型舞蹈诗《行走的贝叶》参加“礼赞

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云南省第十五届新剧目展演，并于

8月29日晚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演出。该剧由我院教

师但丽鹏担任总导演，我院的35名学生与民族文化工作团

演员共同完成该作品。

中国艺术新视界 2019 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作品巡展（昆明站）

在我校拉开序幕

我校学生摄影作品入选“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9 月 3 日上午 10 点，“青春脉息”中国艺术新视界

2019——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美术、书法、摄

影、工艺美术）作品巡展在我校图书馆一楼展厅正式开幕，

开幕式由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曹悦主持。

此次巡展项目昆明站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中华世纪

坛艺术馆、云南艺术学院联合主办，北京歌华文化中心有限

公司承办，于 9 月 3 日至 9 月 15 日在云南艺术学院图书馆

举办。此次巡展共展出 135 组绘画作品，其中我校教师沐晓

熔、侯赟、边小强、黄成春的作品入选本次巡展项目。

        开幕式伊始，云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黄雁玲致辞。她

代表云南艺术学院对莅临此次巡展开幕式的嘉宾和参展艺

术家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并衷心地感谢国家艺

术基金给予云南青年才俊的大力支持，以及巡展搭建的青

年艺术家交流、学习、推广的平台，表达了我校将继续为云

9 月 19 日上午 10:00，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指导，中共山

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共晋中市委、晋中

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平遥县委、平遥县人民政府和中国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公司承办的 2019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在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拉开帷幕。本次展览以“幸福

· 奋斗”为主题，以“尊”为主题字，以“光线与色彩”为学术

主题，共有来自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 4119 名摄影师参展，展

出作品 12000 余幅。

        晋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秀红揭晓并宣布了 2020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主题“守正、创新”。中共平遥县委书记、

2019 平遥摄影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主任武晓花表达了对

来宾的欢迎，并解读了下一届主题即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

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首席摄影师

弗拉基米尔 · 维亚特金致辞“摄影是一种跨民族、跨文化

的交流形式，对于保留人类文化遗存具有重要意义。”原山

西省政协副主席、现山西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姜新文宣

布开幕。 我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勇出席了展览

开幕式。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创办于 2001 年，大展一年一个主

题，现已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摄影大展。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将以独特的影像

语言，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同时，今年也是世界摄

影术发明 180 周年，共同回望摄影发展历程、探索影像未

来。

在本次展览中，我校新闻中心学生黄长炜、邓霆威、李

珊珊共 30 件作品，美术学院学生贾兴旺、王胜凯、黄源彬等

13 名同学共 14 件作品入选本次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22日上午，各分会场的四位召集人介绍本组讨论的主

要内容，五位云南代表进行了自由发言，紧接着是“大会

研讨问答”“大会总结”和“闭幕式”环节，会议学术氛

围浓厚。

本次研讨会拓展性地从人类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领

域出发对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保护、

传承与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意义重大：从学术层面

来说，有利于丰富和完善现有的学术研究结果，拓宽研究

范围；从文化传播层面来说，有利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从高校教学层面来说，有利于积极推进“非遗

进校园”活动并以之推动学科建设。“‘非遗’传统舞蹈

生存现状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明抢救与保护“非遗”

的工作在舞蹈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这无疑

对推动我国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月20日—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云

南艺术学院主办，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承办的“‘非

遗’传统舞蹈生存现状研讨会”在云南艺术学院成功举

办。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代表60余人齐聚一堂，围绕传统

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进行了探讨。

9月20日晚，作为承办方的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组

织了专场演出《云舞画语》，向大家展示了云南少数民族

舞蹈文化的丰富多样和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民族民间传

统舞蹈教学研创的特色成果。

       研讨会上，王福州主任致辞，他在充分肯定传统舞蹈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同时，对其未来发

展提出高标准要求。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创办于 1949

年，每五年举办一届，是中国规模最

大、参与范围最广、作品种类最多、最

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综合性美

术大展。本届美展作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的作品展，旨在全面展示和

检阅近五年来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和

成就。本届美展评审委员会本着“公

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原则，优中选

优，经过多轮投票、确认、复议，最终从

众多的复评作品中遴选出入选作品。

在此次参展中，我校师生共有 21

件作品入选，其中，中国画作品 2 件，

版画作品 6 件，油画作品 4 件，水彩、

粉作品 2 件，综合材料绘画作品 2 件，

插画作品 2 件，工艺美术作品 1 件，环

境艺术作品 1 件，建筑艺术作品 1 件，

分别来自于：杨卫民，何阿平、白海媛，

郭浩、郭巍，陈光勇，游宇，徐中宏，边

小强，陈流，孙超，沐晓熔，陈均，王璟，

杨霞、彭湛、林迪，陈新，韩胜男，李斌，

郭端翠，李珂。

      郭浩院长在致辞中高度概括了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科建

设情况及其前景，并对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齐聚云南共商

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表示诚挚的欢迎，提出

学界应自觉肩负起非遗保护传承的重任。浙江传统舞蹈专

业委员会主任吴露生作为专家代表致辞，希望舞蹈工作者

共同努力，滴水汇成江河，为推动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大会“主旨发言”环节，王福州主任，中国艺术研

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江东，北京舞蹈学院

副院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负责

人邓佑玲，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马云

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朴永光等十余位专家

分别就“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体系”、“非遗”公

约、“非遗”项目的评价维度、“非遗”传统舞蹈保护，

以及非遗传统舞蹈进入高校的传承路径、生存生态以及限

定区域等视角进行了深刻剖析。在分组讨论中，各省专家

代表就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展开了激烈

的讨论，对其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研精苦思、献言献策。

21日晚舞蹈学院组织云南省的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

人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非遗之夜”，专家学者们互动起

舞，气氛激情洋溢，尽显各民族传统舞蹈的文化生命力。

原创剧目《永远的保尔》由我校戏剧学院师生团队打

造，以苏联的社会变革为背景，呈现了主人公保尔 · 柯察

金一生的三个阶段。在学院领导的关怀下，在全体主创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永远的保尔》成功入选此次展演，于 9 月

10 日在云南艺术学院麻园实验剧场登场亮相。此次 2.0 版

本的《永远的保尔》较之前“上海产学研基地项目”演出剧目

而言从导演技法到表演形式有了较大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