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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余件硬核展品亮相成都东安湖六大主题展区

春节10万人打卡航空航天国防科技展

神舟系列返回舱、天宫二号、“福建
舰”、“蛟龙号”、初教-6战机、歼教-5战
机……大年初七（2月4日），成都东安湖
东安书院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游客们
纷纷前来打卡首次在成都展出的航空航
天国防科技展。

本次展览占地16000平方米，集结
了500余件展品，全面覆盖“空、天、海、
陆”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我国航空航天
国防领域的成果。

据介绍，自1月22日开展以来，展会
已经吸引了超过15万人次参观，其中，春
节期间10万人次参观。为了满足市民朋
友的观展热情，展会将持续到元宵节后，
于2月23日结束。

航空航天展品受追捧
据介绍，这次展会分为室内室外六

大主题展区：“大国重器”航空装备展区、
“苍穹之顶”航天科技装备展区、“漫游太
空”深空探测展区、“光辉的历程”人民军

工发展历程展区、“固国强军”人民军队
武器装备展区、“钢铁洪流”海陆空装备
展区，展出500余件展品，既包含珍贵实
物，也有高精度科技模型。

进入室内展厅的台阶上，一个2米多
高、深褐色的返回舱映入观众眼帘，它后
面还拖着一个巨大的降落伞。“这是等比
例还原的神舟飞船返回舱。”展会负责人
告诉记者。

进门往右，穿过中国航天员荣誉展
示墙，以及一个充满太空感的通道，就来
到了长征系列火箭、北斗卫星、月球探测
器、火星探测器等我国航空航天重大成
果展区。长达十多米的天和核心舱吸引
了众多观众，最热门的项目是穿上航天
服进入实验舱体验。

除了实体高精度模型的展出，展场
还运用了VR、AR等科技手段，让观众沉
浸式体验在太空行走的感觉。

初教-6、歼教-5真机亮相
这次展会上，除了高精度还原的科

技模型，还有不少珍贵实物。其中，有目
前仅存的新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发的601
型航空发动机、被誉为“中国空军飞行员

摇篮”的初教-6飞机、功勋战机歼教-5
飞机等。

初教-6是一款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
的螺旋桨初级教练机，标志着中国航空
工业从仿制走向自主研发的新阶段。初

教-6以其安全可靠、坚固耐用、易于操纵
而著称，非常适合于飞行员的基础训练。

歼教-5自1964年开始研制，1966年
进行了首次试飞，并在同年晚些时候获
得了国家批准进行量产。该机型曾长期
作为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
用机。

两款飞机都在中国的航空历史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飞
行员，并对后续机型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蛟龙号”“福建舰”吸睛
户外展会上，“蛟龙号”深潜器模型、

“福建舰”航母模型、常规动力潜艇模型
等高科技展品也吸引了大量观众。

“蛟龙号”是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
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为中国深海探索
提供了重要平台。“福建舰”是中国第三
艘航空母舰，也是首艘完全自主设计和
建造的弹射型航空母舰。观众纷纷在展
品前合影留念。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无人机飞行表
演、真人CS实战以及航天科普研学等一
系列配套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摄影报道

2月4日，大年初七，是59岁的自贡市
省级非遗代表性团体成员刘俊才在仁寿
县老家陪伴父母的最后一天。初八，他
就启程返回自贡，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从事彩灯行业30余年，刘俊才在业
内的口碑非常好。低调、务实、醉心彩灯
工艺，是业内人士给他的评价。在他的
影响下，整个家族有30余人进入彩灯行
业，为自贡彩灯添砖加瓦。

刘俊才只是自贡非遗代表性传承大
军中的普通一员。1月13日，文化和旅游
厅公布了第八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团体）名单。其中，自贡7人上榜传承人
名单，自贡灯会上榜传承团体名单。截
至目前，自贡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1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5人、
省级非遗代表性团体1个，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44人，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103人。

20名工匠均匀剪出0.2毫米发丝

20名彩灯工匠、40余天、3000万
刀！第31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上，《万物
萌生》这组灯组中，有一只高达8米的大
熊猫，头戴花帽、萌宠可爱，成为今年网
友们热捧的彩灯形象。

延续了去年《雀之灵》自己首创的手
工剪制吹塑纸的工艺，刘俊才今年盯上了
国宝大熊猫。“我觉得这个工艺还可以继
续创作出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动物形象，
但需要继续精进和锤炼，让它更加成熟。”

“最难的部分，仍然是‘剪’这个环
节。20名工匠要均匀地剪出0.2毫米的
发丝，做出大熊猫毛发的质感，非常考验

‘剪’的工艺水平。哪怕有一个工匠失
手，这只大熊猫就废了。”刘俊才摊开双
手，满手大大小小的水泡和厚茧，“看嘛，
这全是被剪吹塑纸磨出来的。”

过年仍在琢磨如何创新工艺

再过一年刘俊才就可以退休了，但
他却没有退休的打算。“我最近有个新的
想法，一直在琢磨，希望明年灯会时，可
以用这项工艺把它表现出来。”刘俊才
说。春节期间，为了试验这个新想法，他
在家没待多久，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办公
室，拿起剪刀尝试。“我想做一个凤凰造

型的小样，设计一个翅膀张开幅度很大、
在空中飞舞的凤凰形象，以尾巴作为支
撑点，展现出凤凰的磅礴大气和诗意美
感。”刘俊才说，他一直在考虑怎样把羽
毛和尾巴设计得生动华丽，用哪种材质
来展现。

除了醉心“工艺创新”，刘俊才也来
到灯会现场，听取游客对《万物萌生》的
意见。“跟小朋友和外地游客交流，看他
们有什么看法，还可以怎样改进。”从一
组彩灯剪数千万刀，到听取游客意见，再
到彩灯技艺的不断思考和提高，彩灯行
业的工匠精神，在刘俊才的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我想把这项工艺做到极
致”。他说。

家族30多人受其影响从事彩灯行业

刘俊才从事彩灯行业30余年，在他的
影响下，整个家族有30多人跟随他从事彩
灯制作。“从设计到美工，再到裱糊和电工，
每个环节都有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

“儿子学的是美术，现在从事彩灯设
计，7岁的孙子现在也特别喜欢画画，爱
好中华传统文化。”刘俊才介绍，他们家
六姊妹，除了大哥没有从事彩灯行业，其
余四个兄弟一个妹妹，都在他的影响下
干起了彩灯行业。下一代的侄子侄女，

还有妻子那边的亲戚，许多都跟着刘俊
才进入到彩灯行业，也爱上了这个行业。

“每年的年夜饭，都是几姊妹一起在
自贡团年。”刘俊才介绍，每年在年夜饭
桌上，大家讨论最多的，除了新年话题，
就是彩灯，“都会说说各自的情况，讨论
行业来年的发展，互通信息。”

开办讲座
希望将非遗彩灯发扬光大

上世纪80年代，刘俊才从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毕业，进入了自贡工艺美术公
司工作。大学时期，他利用业余时间学
习漆器贝雕画、吹塑纸画、羽毛画等技
艺。去年灯会大放异彩的《雀之灵》的手
工剪制吹塑纸工艺，正是他当年偷偷跟
学院院长夫人学的。

今年，应中国彩灯博物馆的邀请，身
为省级非遗代表性团体成员的刘俊才，
将开展“非遗进灯博”系列课堂讲座，为
广大学生群体科普非遗知识，为彩灯行
业培养后备人才。

“我非常看好自贡彩灯，作为省级非
遗代表性团体成员，我希望吸引更多年
轻人加入，把自贡彩灯做大做强，让彩灯
进入千家万户。”刘俊才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品酒吃肉九大碗，回锅回味回连
山。2月6日，大年初九，德阳广汉市
连山镇沙田村九大碗广场迎来一年
中最热闹、最喜庆的日子，传统民俗
节庆活动“九大碗”在这里盛大举行，
大家相约赏美景、享美食，品味千人
共聚的浓浓年味儿。

上午9点过，村民、游客陆陆续
续前往广场，微风吹拂着挂在果树
上的红灯笼，天气虽冷，却挡不住大
家的热情，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
伴随着《跟我来吃九大碗》的欢快乐
曲，“九大碗”正式拉开序幕，大家一
边热热闹闹看表演，一边热气腾腾品
美味。

据了解，“九大碗”是连山镇沙田
村传统民俗活动，因宴席每桌都有九
碗菜，也因为民间视“九”为吉数，所
以俗称吃“九大碗”。今年的“九大
碗”，沙田村开席149桌，菜品也由9道
菜扩展到13道菜，并对菜品进行了更
新改良。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席间，大家欢声笑语不断，新年祝福
的话语此起彼伏。即使是不相识的
邻桌客人，也纷纷举杯共贺，分享新
春的喜悦与欢乐。

“这次是和儿孙们一起来吃，真
的好闹热哦！”沙田村一位村民告诉
记者，他每年都要来吃“九大碗”，大
家一起图个热闹，并相互送上真挚的
祝福，祝愿来年顺利、万事如意。

除丰盛的宴席外，连山镇还精心
筹划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包括舞
狮、川剧变脸、杂技、魔术、手鼓、舞
蹈、摇滚乐演唱、茶艺表演等，以及琳
琅满目的乡村集市和猜灯谜、投壶等
妙趣横生的游园活动，让游客在大饱
眼福、口福的同时，过足“民俗瘾”。

连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此次“九大碗”民俗活动，携手父老
乡亲、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归乡游
子、各地来宾相聚一堂，喜气洋洋欢
度佳节、品美食、赏美景、联感情，共
同感受连山欣欣向荣的发展新气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勇

广汉沙田村
149桌“九大碗”开席

3000万刀 他和同伴剪出“网红熊猫”

观众沉浸式体验在太空行走的感觉。

刘俊才在灯组《万物萌生》前。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