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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办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

2008年奥运会一句“北京欢迎
你”，表达了主办城市的态度；2021年
十四运会一句“来咧”，道出陕西人的
热情与豪迈。9月13日，一部名为《来
咧》的十四运会宣传片一经亮相便引
发热议，转发量、点赞量迅速突破 10
万。当天中午，三秦都市报全媒体记
者采访了幕后团队成员。据了解，他
们是一群来自陕西的年轻人。

8月底，正在上海筹备电视剧的
导演陈国梁接到朋友电话。“最近十
四运会西安执委会发布了很多群众
自制的短片，反响不错。我为家乡做
点事，咱们也做一个吧。”几个人的想
法一拍即合，接下来就是确定创意。

“眼看着离十四运会开幕越来越近，
家里有了喜事，主人要做的就是开门
迎客。”

怎样传神地表达出“开门迎客”
这个中心，团队的确费了一番工夫。
另一名导演高强介绍：“我们试了很
多的陕西方言，最终觉得‘来咧’最贴
切。看着这两个字脑海中不自觉地
浮现出主人一边摆手一边热情招呼

‘来咧，坐’这样的画面。对在异乡打
拼的陕西人来说，会觉得亲切。对外
地人来说，也朗朗上口。”

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十四运会西
安执委会文化宣传组的支持下，拍摄

工作紧锣密鼓展开。街边熟悉的面
馆老板，丹凤门跳广场舞的大妈，路
口经常光顾的理发店，从小吃到大的
饺子馆，周末的篮球和露营，环城公
园打球的大爷，逛街时经常路过
的都城隍庙，夜晚的酒吧和脱口秀表
演……随着第一视角的镜头，一个充
满烟火气息的西安徐徐展现。

5天拍摄时间，40多个场景，近100
人出镜，绝非易事，但拍摄工作却进展
得很顺利。小吃店和酒吧老板营业高
峰关门谢客配合拍摄；咸阳秦腔剧团团
长自带“服化道”早晨6点在永兴坊演
出；西安走出去的知名乐队调整档期；
全国知名公益人题写“来咧”二字……
大家都自发地为西安“打CALL”。

片中有这样一个两秒的镜头：
一群年轻人在野外露营，一个女孩
指着天空喊“来了！流星！”，拍摄团
队希望借由此表达出西安年轻人的
生活方式及浪漫情怀。大家不知道
的是，这个场景从傍晚 5点多一直拍
摄到了第二天凌晨 2点。没有人抱
怨，所有人天一亮又投入紧张的拍
摄之中。

“想把千年的故事说给你听，奈
何秦岭长、渊源深，恰好一句‘来咧’，
就着蒜，来碗面，起跑线，比赛见。”这
是《来咧》的文案。用主创团队的话
说，《来咧》不能展现陕西的全貌，却
充分展现了陕西人的热情。

本报记者石喻涵

本报讯（记者 谢斌）用时一
个月，西安剪纸非遗传承人雷俊
总算赶在全运会开幕前，将36个
以全运会吉祥物为原型的比赛
项目系列剪纸推出，在全运村的
非遗展厅内，每天来参观的运动
员络绎不绝。而雷俊的这些作
品一刀一剪中，倾注了她为全运
会加油鼓劲的热情以及对剪纸
艺术的坚守。

2019年 8月，以陕西独有的
“秦岭四宝”朱鹮、大熊猫、羚牛
和金丝猴为创意原型的第十四
届全运会吉祥物“朱朱”“熊熊”

“羚羚”和“金金”在西安正式亮
相。看到这一消息后，西安剪纸
非遗传承人雷俊灵光一现：“能
不能将这些吉祥物的卡通图样
用剪纸的方式呈现出来呢？这
既是对西安剪纸艺术的展示，也
是全方位、多角度对全运会的宣
传。”

说干就干！进入到全运村
以前，雷俊从网上下载了所有的
图样，开始着手制作。进全运村
后，非遗展厅的工作是每天早上
9点到晚上9点，雷俊有时回到住
地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但她顾
不上休息，经常熬夜剪纸到
凌晨。

陆陆续续剪了一个月的时

间，这套36个全运会比赛项目的
卡通剪纸已经全部完成，并在运
动员村非遗中心进行展出。剪
纸中的图案都以吉祥物正在进
行全运会的运动项目为原型，如
举重、艺术体操、马术、游泳等共
计 36幅，作品形态各异，栩栩如
生，萌感十足。

谈及传统剪纸与以卡通形
象为原型的剪纸有何不同时，雷
俊打开了话匣子：“传统技艺的
剪纸手法中有很多夸张的表现
手法，主要是把美好的心愿用剪
纸呈现出来。但是卡通形象的
剪纸必须要临摹原型，达到形神
兼具的视觉效果。”

“有些地方需要‘阳剪’，有
些地方则要‘阴剪’。‘阳剪’讲究
线线相连，‘阴剪’则需要线线相
切。”雷俊说，以吉祥物为原型的
剪纸，要先将原图进行修改，让
卡通图案以更适合剪纸技艺的
方式呈现出来，连设计带剪，一
幅下来要1-2个小时。

“每天来参观非遗展示的运
动员络绎不绝，用剪纸的方式呈
现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一方面让
他们对剪纸艺术有更多了解，另
一方面以全运会吉祥物的卡通
形象作为剪纸原型，也是对咱们
秦岭四宝的一种宣传。”雷俊说。

场内场外

十四运会宣传片“来咧！”
背后团队成员均是陕西籍

驻村日记

纸上全运 破“剪”而出
西安剪纸非遗传承人剪出全运会比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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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家坝古称惊军坝，隶属陕西省西
乡县，位于米仓山北麓、牧马河源头。
这里平均海拔760米，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降水丰沛、层峦耸翠，森林覆盖率达
86%。据世界吉尼斯纪录，负氧离子浓
度最高地区平均浓度在2万个/cm3左
右。8月18日，骆家坝的负氧离子浓度
监测35280个/cm3，这里平均浓度保
持在5000个/cm3左右，有“天然氧吧”
的美誉。

近年来，骆家坝镇依托优越的生态
环境和厚重的红色底蕴，积极探索“红
色+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
适合红色旅游与绿色发展相融合的振
兴之路。

骆家坝镇先后荣获“省级旅游特色
名镇”“国家级AAAA级旅游景区”“市
级四好农村路示范镇”“省级生态示范
镇”“十三五最美安置区”，2020年底骆
家坝镇位列全省31个省级文化旅游名
镇第12名。

秦巴山区的璀璨明珠秦巴山区的璀璨明珠
红色文化旅游示范镇骆家坝红色文化旅游示范镇骆家坝

红色基因浓厚
发展动力强劲

骆家坝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红色基因在米仓大地赓续绵延。
1932年12月，红二十九军在此建立，
点燃了陕南红色革命的圣火。这里
是红色交通线的重要驿站，红军历
史上有名的“马儿崖事变”“钟家沟
会议”就在这里。1934年10月，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略大转移，
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途经西乡
时，军部就设在钟家沟的玄天观。
西乡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在张家坝
村阳雀湾，“川陕赤北县第五区苏维
埃政府”长方形木质印章仍然完好
无损地保存在这里。

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以“红
色引领”为目标，着力创建红色研学
新高地。积极争跑项目投资，新思
维红色文化研学基地项目成功入
驻，掀起了红色文化教育新高潮。

依托诸多的红色文化资源，骆
家坝人深刻学习领悟“红二十九军”
斗争史和“第一党支部”革命精神，
甘做“三牛”、锤炼“三力”，锐意进
取、开拓创新，为谱写骆家坝新时代
追赶超越新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态环境优越
文旅体验丰富

骆家坝生态环境优越，自然景
观优美，山林茂盛，树种繁多，具有

“雨洗春山四季青”的原生态环境。
山中点缀着天然岩洞、生态茶园和
天然牧场。骆家坝地处入川交通要
隘，多达13个民族杂居融合，形成了
鲜明的民族地域风情。

骆家坝镇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名胜古迹众多。商周时期川陕最大
悬棺遗址——“神仙崖”悬棺墓，这
里曾是古巴国所在地，巴人有将棺
材悬挂在密林深处崖壁上的奇特丧
葬习俗，巴山土著先民遗存的完整
悬棺葬墓群就保存在骆家坝。始建
于宋代的大安寺遗址，建筑规模宏
大，在陕南实属罕见。

沿着社区以东救尸河西岸，就
能看到明清时期“大巴关巡检使司”
的遗址。境内还有骆家坝古街、钟
家沟老街、石龙过江景点、米仓古
道、米仓水道、米仓茶马道、汉王城、
杨泗庙、三圣宫、将军山等众多人文

遗迹和雄伟壮观的天生桥以及世界
级的天坑景观。历史在古镇曾经的
沧桑，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精神财富，使得这个水乡名
镇更具魅力。

产业融合方兴未艾
造血保障功能增强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骆家
坝镇新一届领导班子，深入贯彻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围绕全县中心工作，深入挖掘“红色
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以文旅融
合为抓手，全力加快“红色文化旅游
示范镇”建设。

骆家坝镇以生态旅游和茶叶
产业为发展重点，确定以茶叶为主
导产业，林下经济、中药材、苗木花
卉为特色的“一主三翼”农业产业发
展体系，大力实施“双万双千”工程，
建成以钟家沟、大兴、回龙村为主的
万亩茶产业示范园，以大兴、李坪、
回龙为线的万亩林下经济带，以松
树、李坪、细辛为点千亩中药材基
地，以骆镇社区、松树、大兴为片千

亩苗木花卉产业园，持续壮大规模、
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提升
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提升产
业园区辐射带动能力。同时积极将
红色文化与绿色产业、生态农业结
合起来，以骆家坝古镇和细辛坝为
核心，以古镇体验和滑雪运动为主
题，依托茶文化丰富古镇业态，依托
地形和生态资源开发山地民宿，打
造红色茶乡度假胜地，加快形成“两
轴牵引、四区带动、多点齐辉”文旅
产业开发格局。目前，已建成茶园
面积2万余亩、黄桃300亩、青脆李
2500 亩、中蜂 1600 箱、雷竹 2000
亩、油用牡丹 1500亩、中药材 3500
亩。2020年，全镇实现生产总值
5.92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金2.6亿
元，完成非重点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2.65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2686元。

骆家坝镇依托天赋的生态环境
和厚重地红色底蕴，启动“红色+绿
色”双引擎，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
的红色观光旅游与绿色产业相融合
的乡村振兴之路。 刘凯王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