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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 7：30-20：00 双流区东
升镇三里社区部分、广都大道四段、长鸿
路部分、杏花村餐饮有限公司、东升苑喜
宴中心、刘家院子

12月20日8：00-18：30 兴隆街道
12月20日 8：00-19：00 龙泉驿区

十陵街道江华路部分、灵龙路部分、兴业
街部分、书香学林（雅舍）、友谊路、华川
中学、东景康廷

12月21日 8：00-18：30 龙泉驿区
龙泉街道怡和新城E区F区部分、东安街
道红咏社区、红豆村、顶佛村部分

12月21日 8：00-19：00 龙泉驿区

十陵街道平安家园二期
12月22日 8：00-17：00 龙泉驿区柏

合镇宝狮村、燃灯村、长松村、元包村、清音溪
12月22日 8：00-19：00 籍田街道

金铃村、长征村部分
12月22日 8：00-18：30 双流区黄

水镇文武社区部分、扯旗社区部分、杨公
社区部分

12月22日 7：00-18：00 龙泉驿区
龙泉街道酱园街、东街、滨河路、滨河南

街、中街
12月23日 7：30-20：00 双流区东

升镇丰乐社区部分、瑞丰花园商业小区、
双流兴兴幼稚园、涧槽中街、涧槽北街、
塔桥路三段、黄水镇长沟社区部分、板桥
社区部分

12月23日 8：00-19：00 籍田街道
金铃村、长征村部分

12月23日 8：00-18：30 双流区黄
水镇桃荚社区部分、扯旗社区部分

12月23日 8：00-16：00 龙泉驿区
龙泉街道东街、滨河路、滨河南街

12月24日 8：00-19：00 双流区西
航港街办物流园区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95598网
站”、拨打“95598热线”，或下载“掌上电
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关，避
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器受损或电
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间水
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2021年第52周停电检修计划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庆 陈远扬
王越欣 王祥龙 雷远东 叶海燕）红色热
土，诗意乐至。12月18日，中国（乐至）
第五届田园诗会正式开幕，来自北京、
青海、重庆和四川等地的知名诗人和重
磅嘉宾齐聚帅乡，共襄盛会。

在当天的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世界诗歌运动（WPA）协调委员
会协调员、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出席并作
主题演讲。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也是陈毅元帅诞辰120周
年，在这样一个年份，在乐至举办田园
诗会，有特殊的意义。当前，中国正经
历深刻变革，需要更好地处理好人与自
然的关系，保护和利用好自然，建设我
们的美好家园。“田园诗会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精神
内涵。”

中国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重
庆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诗人李元胜，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
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散文家、诗人蒋
蓝，青海省作协副主席、西宁市作协主
席、青海法治报总编辑、诗人郭建强，中
国作家协会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诗
人张志刚，中国摄影出版社总编辑、北

京市写作学会副会长、诗人吴重生，重
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沙坪坝
区作协主席、诗人刘清泉，重庆商报副
总编辑、重庆市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副主任禄兴明等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封面传媒相关负责人
说，乐至田园诗会，是展现“美”的一场
文化活动。5 年来，乐至诗会以田园和
诗歌的名义探索，描绘了一幅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

美好图景。5 年来，田园诗会影响力不
断扩大，众多文学大家、著名诗人相聚
乐至，围绕田园与诗歌，展开诗意对
话。乐至也成功创响了“中国田园诗歌
之乡”品牌。

乐至县委副书记、县长彭玉秀表
示，与封面传媒携手共办田园诗会，结
下了累累文化硕果，留下了宝贵文化财
富，乐至“中国田园诗歌之乡”文化 IP
不断创响。乐至以独特的文化底蕴、良

好的生态本底、浓厚的艺术氛围，成为
了现代田园诗歌创作的沃土。“众多诗
人、学者在这里开展人文交流、诗歌鉴
赏，感受帅乡的柔情和诗意，这必将进
一步丰富乐至文化内涵，厚植乐至文化
底蕴。”

开幕式上，吉狄马加、封面传媒相
关负责人、彭玉秀共同推杆，启动了第
三届中国（乐至）田园诗歌大赛征稿活
动。同时，多名总编辑在现场和云端朗
诵了诗歌，与会嘉宾还围绕“新时代田
园诗歌创作”进行了圆桌论坛对话。

据了解，已有 1400 多年历史的乐
至县，英才辈出、艺术多元。乐至举办
了全国知名作家乐至采风行、田园诗会
等系列文学活动。近年来，通过田园诗
会提档升级，创响“中国田园诗歌之
乡”。举办“中国田园诗歌大赛”、诗词
朗诵会、诗歌阅读比赛、诗词创作比赛
等群众诗词活动，大力开展田园赏析、
诗歌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等活动，让
诗词走进群众，厚植帅乡诗歌底蕴。越
来越多的乡土诗人、乡间诗社，形成了

《八月诗会》等系列本土文学诗词专辑，
创演了大型现代京剧《陈毅回川》重点
剧目并在全国巡演。

12月18日，中国（乐至）第五届田园诗会正式开幕，全国各地知名诗人和重磅
嘉宾齐聚帅乡，共襄盛会。

诗和快乐如约而至
中国（乐至）第五届田园诗会举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祥龙雷远东

“红色文化如何助力乐至文旅融合
发展？”12月18日，中国（乐至）第五届
田园诗会上，主持人向参加圆桌论坛的
五位嘉宾抛出问题。

中国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重
庆市作协副主席、鲁奖获得者、诗人李
元胜，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
省作协副主席、散文家、诗人蒋蓝，青海
省作协副主席、西宁市作协主席、青海
法治报总编辑、诗人郭建强，陈毅故里
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朱晓霞，以及乐至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琪，畅谈了自
己对红色文化助力文旅融合的观点。

李元胜：诗歌助力乡村“诗意”呈现

“乡村的复兴、田园的重新创造，对
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起到的作
用非常重要。我们的乡村有悠久的文
化传统，但它的修复过程和重新创造的
过程是落后于城市的，乡村的重建不仅

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生态重建和
文化重建。”李元胜表示。

乡村文化的再造，是让目前的乡村
状况呈现出一种“诗意”，为我们营造出
有关中国乡村新的理想。李元胜认为，
在这个过程中，诗歌理所当然地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蒋蓝：讲好新时代田园故事

什么是诗意？“诗意不是诗人的专利，
不是仅停留在表面程度的鲜花、荷塘。”蒋
蓝谈到，“我们目前处于从脱贫攻坚到乡
村振兴的伟大转折时期，我一直提倡‘大
地写作’，诗人不能一味钻进象牙塔，而
应深入到大地，讲好我们这个时代的田
园故事。”蒋蓝用了12字描述当代田园诗
歌：由景及人、由事到情、由家到国。

郭建强：重新审视人和土地的关系

郭建强表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实际上是我们不断改造土地的一个过
程。郭建强认为，现在到了让我们重新
审视人和土地的关系，重新回到人和伦

理、人和土地的伦理状态中去的时段。
“这意味着对我们整个生活、生产、表

达方式，要做出一个全新的一个熔铸。”在
郭建强看来，像乐至这样和诗歌的融入
度，恰恰像一片桑叶，在一个微小的地带
景观中，充分表达了人类生活意愿。

朱晓霞：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在陈毅故居景区管委会主任朱晓
霞看来，乐至的文旅发展，尤其是红色
文化的传承发扬恰逢其时、恰逢其势。
朱晓霞从三个方面解析了陈毅故里如
何用好红色文化，促进文旅融合。包括
陈毅故里景区锚定5A创建目标规划提
升及围绕陈毅同志120周年诞辰开展系
列群众性纪念活动等。

杨琪：“田园诗歌”做媒提升品牌

如何让“中国田园诗歌之乡”，成为
全省著名、全国知名的文化品牌？对
此，杨琪认为，要厚植生态本底，以绿
色生态之城，奠定田园更美的“硬支
撑”。通过建设毗河生态绿廊、玉龙湖

生态公园等项目，实施增花添彩、景观
打造，呈现“常年见绿、四季见花”实景，
塑造“山水呼应、蓝绿相映、河湖环绕、
清新明亮”的城市田园形象，打造诗一
般的城乡。

“聚焦文艺创作，以田园诗歌之名，
增强文化更盛的‘软实力’。乐至将持
续机制性举办中国田园诗会、中国田园
诗歌大赛等活动，聚集国省名家大咖和
田园诗歌爱好者，回归田园、游历绿
韵。”杨琪说，通过举办田园诗歌采风、
田园诗歌诵读等活动，形成全民创作吟
诵的氛围，打造诗歌乐至。

在着力文旅深度融合、以田园诗歌
为媒、提振产业发展的“新能量”上，杨
琪表示，乐至将持续与封面新闻等媒体
深度合作，大力宣传推介“陈毅故里·绿
色乐至”文旅品牌和“中国田园诗歌之
乡”城市名片。诚邀著名诗歌创作大家
在乐至设立创作基地和工作室，打造特
色文旅乐至，持续提升“全国红色文化
旅游目的地”“巴蜀美丽乡村旅游目的
地”在巴蜀文旅走廊中的地位。

如何讲好新时代的田园故事？

诗人、大咖帅乡乐至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