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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脉生生不息，当代华章熠熠生
辉。中外诗人踏着冬日的暖阳，见证诗歌
的光芒与力量。11月20日-23日，第七
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在成都举行。受邀参
加本届诗歌周的中外诗人们，踏着冬日暖
阳，齐聚成都，赶赴一场盛大的诗歌之约，
围绕“世界的词根：历史文脉与当代华章”
这一主题展开多种形式的文学、文化交流
和互动。

通过多种艺术形式
展开诗歌唯美画卷

本届诗歌周由成都市文联、成都市广
播电视台、成都市文广旅局主办，成都市
文艺发展服务中心（《青年作家》杂志社）、

成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国际传
播中心）承办，成都酒业集团赞助。

11月21日晚，第七届成都国际诗歌
周开幕式在成都广播电视台举行。开幕
式以“诗意的天府 万千气象”“世界的词
根 当代华章”上下两个篇章的方式，演绎
中外诗人的近二十首优秀作品，展开一幅

壮丽唯美的诗歌画卷。诗人们透过诗、
歌、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的方式，感
受成都这座诗歌之城的强大魅力。

伴随着古琴演奏家的悠扬琴声，开幕
式拉开序幕。古诗情景朗诵《诗润天府》、
配乐诗朗诵《薛涛井》和琴弦融合演奏《月
满西楼》，让天府的多彩画卷徐徐展开。

“诗酒之夜”颁发草堂诗歌奖
发现、奖掖优秀诗人和诗评家

22日晚，“燃烧的诗歌—‘成都’诗酒
之夜”在邛崃市文脉坊举行。除了序章之
外，现场分“诗酒同韵 千年文脉”“诗酒同
享 沉醉天府”“诗酒同礼 盛世华章”三个
篇章，演绎了古往今来近二十首优秀诗

作，让历史文脉与当代华章交相辉映。
参加成都国际诗歌周的诗人们围坐

在一起，朗诵诗歌，品鉴“成都”酒，畅聊诗
酒人生。在诗酒之夜里，还举行了“草堂
诗歌朗诵会暨第六届草堂诗歌奖颁奖典
礼”。本届草堂诗歌奖颁出“草堂年度诗
人大奖”1名（获奖者：陈先发）、“草堂年
度诗评家奖”1名（获奖者：王士强）、“草
堂年度实力诗人奖”2名（获奖者：朱朱、
毛子）、“草堂年度青年诗人奖”3名（邹黎
明、张勇敢、刘宁）。草堂诗歌奖旨在发现
和彰显现实主义诗歌精神与艺术性高度
结合的优秀诗歌作品，发现和培养一批具
有时代担当使命的诗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赓续历史文脉书写当代华章

第七届成都国际诗歌周诠释“世界的词根”

第七届成都国际诗歌周海报。图据主办方

当来自眉山的哲学系教授，在东坡故
乡眉山讲述苏轼的人生哲学，会碰撞出怎
样的火花？11月23日下午两点半，由中
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主讲的最新一
期“东坡大家讲”系列讲座，将在眉山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

在李宗桂看来，苏轼的人生哲学是一
种儒佛道兼综而以儒为主的综合创新的
哲学。这种哲学既来源于苏轼少年时代
的儒学熏陶，也受到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
历的影响，更掺有苏轼本人体察世事、豁
达通透的感悟。

在苏轼的一生中，故乡眉山有着不可
忽视的地位。在这里，他度过了难得顺遂
的童年与青年时期，从学堂和家庭中得到
了极好的教育，却也在离开故乡后，再也

不曾返回。从“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的发问，到“夜来幽梦忽还乡”的伤感惆
怅，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淡然，苏轼

对于“故乡”的认知逐渐发生了变化。在
本次讲座中，李宗桂教授将解读苏轼少
年时代所受的儒家思想，以及这种思想
在他的人生哲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李宗桂与苏轼是老乡，同样来自历
史底蕴深厚的眉山市。11月22日，李宗
桂教授已抵达眉山。在与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交谈过程中，他提到，其
实自己与三苏祠的缘分开始得很早。
李宗桂教授不仅出生于三苏祠附近，小
时候也经常在三苏祠中玩耍。讲到近
些年三苏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越来
越多的人知晓，李宗桂教授的语气中充
满了欣慰。

11月23日下午，李宗桂教授将在苏
轼故里眉山，带来“苏东坡的人生哲学”主
题讲座。封面新闻将对本场讲座进行全
程直播，不能亲临的朋友可以关注封面新
闻APP线上收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于婷）互动
答题学习消防知识，掌握应急逃生技
能，还能赢好礼。2023年四川省消防
宣传月，不少四川人的生活里都多了
一件事——拿起手机参加“消防知识
我会答”有奖竞答活动。11月23日，中
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消防救援
总队联合主办的2023年四川省消防宣
传月“消防知识我会答”有奖网络竞答
活动进入最后8天倒计时，截至22日专
区访问量已超过150万人次，“AI挑战
赛”“情景式体验赛”两个赛段参与答
题总人数也已超过8万人次。其中，成
都、德阳和泸州的网友参与热情最高。

“消防知识我会答”网络竞答活动
从11·9消防日当天正式上线启动，将
一直持续至11月30日。截至目前，活
动专区访问总量已超过150万人次，两
个分赛段共吸引超8万人次参与答题
体验。其中，AI挑战赛已有网友取得
了4130分的高分，情景式体验赛最高
分也已达到1390分。据统计，成都、德
阳、泸州、攀枝花和南充的网友参与热
情最高。

与此同时，“蓝朋友”的消防知识
小课堂也在持续开讲中。这次要跟大
家分享的是每到年底，四川家家户户
都关心的一件事——香肠腊肉。

近日，一处正在熏制香肠腊肉的
民房发生火灾，事发时房主不在家，邻
居发现火光后拨打119报警。经过救
援，火势虽然被彻底扑灭，但现场熏制
的近1000斤腊肉全部烧成了“黑炭”，
房子也被烧毁。

腊肉虽美味，熏制要防火。四川
消防提醒，熏制腊肉时需要注意，不要
用硬纸板、牛皮纸一类可燃物遮盖腊
肉熏制；熏制时，需使用特制熏肉桶，
且要与火源保持相对安全距离，防止
滴油引发火灾；熏制时一定要留人看
管，不要在住宅区域内的楼顶、阁楼、
过道等地搭棚生火。

“消防知识我会答”有奖网络竞
答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结束
后，两个赛段将分别产生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及“优胜奖”
24名，获得主办单位联合颁发的家
庭消防应急包、购物卡及消防玩偶周
边等奖品。

红嘴鸥在江面上翱翔。

李宗桂教授 受访者供图

“老乡遇老乡”李宗桂教授今日眉山讲东坡

红嘴鸥连续7年飞临泸州越冬
3000多人争当志愿者守护迁徙候鸟

市民在绿芽环保志愿服务亭免费兑换鸥粮。

快来答题赢好礼

“消防知识我会答”
进入最后8天倒计时

11月22日下午，冬日暖阳映照酒城
泸州。在江阳区的东门口城楼长江边，

“如约而至”的红嘴鸥翱翔在江面上，不断
有市民来到岸边围观。市民不时投出鸥
粮或面包屑，引来江中的鱼群与红嘴鸥一
起争食。

“2017年以来，红嘴鸥每年飞临泸
州越冬，已成为泸州生态向好的一道亮
丽风景。”作为红嘴鸥保护志愿者的负责
人，泸州市圆梦关爱协会党支部书记李
玲说，因生态变好引来红嘴鸥，让东门口
城楼长江边一带成了冬季泸州新的“打
卡点”，同时也成为了展示文明泸州魅力
的一个窗口。

来自泸州职业学院的周何燕是一名
守护红嘴鸥的志愿者，她是和小伙伴一起
来东门口做志愿服务的，“我们来赴一场
来自西伯利亚的约会。”

据了解，2022年初，泸州市生态环
境局在东门口设立了“绿芽”环保志愿服
务亭，开展红嘴鸥保护、垃圾分类、文明
劝导、环保宣传等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自岗亭启用以来，李玲等人便通过各大
网络平台发布红嘴鸥保护志愿者“招募
令”，目前，已动员了来自全国112所高
校、22家企业和团体的3000多名志愿
者参与，培育了26支红嘴鸥保护志愿服
务支队。

“我们教大家如何使用绿芽积分免费

兑换鸥粮，向他们宣传保护红嘴鸥的方
法，让大家更科学地了解红嘴鸥、保护红
嘴鸥，给红嘴鸥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态

环境。”周何燕说，红嘴鸥就像“小精灵”，
在江面上飞来飞去，她和伙伴们选择了更
有意义的方式，在这里与它们相聚。

“在保护红嘴鸥的过程中，我们也会
发现有红嘴鸥受伤，但目前为止，我们并
没有更好的救助方法。不过，对于红嘴鸥
来说，它们也有正常的生老病死和意外，
这是自然生存法则，不必过多干预。我们
主要是做好宣传，引导市民正确投喂，保
护好环境，保护好动物。”李玲说，今年飞
来泸州的红嘴鸥已有上千只，希望每一位
市民都能文明观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