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首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8日开展
近400幅书画精品华美亮相

展览地点：巴山书画院 展期：一个月

点评书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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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观众观展
展厅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

9月8日下午3时30分，简短隆重的开展仪式结束后，
1000余名观众涌入市美术馆展厅，上千平方米的展厅内顿时
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前来参观的观众中，除了来自全市各中
小学校的学生，还有慕名而来的书画爱好者和普通市民，更有
一些父母专程带着自己的孩子从外地赶来，让孩子感受书画
艺术的魅力。60多岁的书法艺术爱好者彭向军说，自己经常
到美术馆欣赏书画作品，但像今天这么多的观众前来观展，这
么多高质量的中小学生作品，还是第一次见到，空前的盛况令
人感叹，达州的文化氛围令人欣慰。

偌大的展厅中，人们聚集在一幅幅精彩的作品前，有的仔
细观看，有的轻声议论交流，还有的拿出手机拍照，大家被参
展作品深深地吸引着、感染着、打动着。许多老师带着学生前
来观摩学习，一幅一幅书画进行讲解点评。

规模和影响开达州先河
400余所学校4万多名学生4万多个家庭参与

达州市首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由达州日报社、巴山书画
院联合主办，达州日报�教育周刊、达州市美术馆具体承办。
活动启动以来，达州日报社旗下各大媒体平台进行了声势浩
大的宣传发动，得到了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和广大中小学生的
热烈响应。

3月20日至5月9日，两个月的征稿时间里，全市400余所
学校大力组织参与，组委会收到了投稿作品44200余件，4万
多个家庭伴随着孩子融入到活动中来。主办方坦言，参与学
校和参赛学生人数之多、参赛作品水平之高远远超出预期，不
仅开创了达州先河，放眼全省乃至全国同类青少年书画大赛
也属罕见。

好中选好 优中择优
706件作品获奖 399件作品参展

在作品的评审过程中，由达州市美术家协会和达州市书
法家协会部分主席团成员暨我市知名书画家组成的评审组，
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各种风格、题材公平对
待，反复多轮次比对和筛选，评选工作细致严谨。

经过5轮的严肃评选，组委会从44200余件作品中选出
706件获奖作品。达川区金华学校张小霞、通川区二小邱翼
中、万源市太平镇一小张琦、大竹中学舒雪、通川区七小王蕴
锦、达县职高朱海燕等同学的123件作品分别获得一、二、三
等奖，另外还有583件作品获得优秀奖。

组委会从获奖作品中挑选了399件优秀作品，在达州美
术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展陈。展陈期间及展陈结束后，达州
日报社旗下的达州日报、达州晚报、达州日报网、秦巴网、“掌
上达州”APP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还将持续关注，进一步扩
大社会影响力。

稚趣盎然 佳作迭出
幅幅书画浓缩美丽达州

这是一次童真的大展示、文化的大传承、心灵的大释放。
我市4万多名青少年的各类书体和画种在大展赛上都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体现。

好动手、好想象是青少年的天性，也注定了青少年儿童作
品风格的多样性。大展赛收到的参赛作品，除了传统的“国、
油、版”（中国画、色彩、版画）几个大画种外，还有素描、剪纸、
儿童画，甚至设计、装置（手工）和科幻画作品。书法既有毛
笔，也有硬笔，楷行草隶篆皆有。他们以天真感悟书画的魅
力，以童趣表达内心真实的世界，一幅幅充满活力、稚趣横生
的作品，洋溢着青少年天真烂漫的思想感情和大胆新奇的想
象，传递出爱祖国爱文化爱达州爱家乡的可贵品质。

“尽管手法上流露出一丝稚嫩，但工笔技巧之纯熟令人叹
为观止。难以想象这些作品均出自还未成年的孩子手中。”一
名书画艺术爱好者在参观中不时发出赞叹，“这些饱含童真的
作品，每一幅浓缩的都是美丽达州。”

千里巴山文运昌，翰墨哺育好儿郎。青少年时代埋下的
种子，未来必将开出绚丽的繁花。全市首届青少年书画大展
赛，极大地丰富了我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内涵，在营
造书香画意溢满城的良好文化氛围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必将进一步推动达州文化强市的伟大征程。

（本报记者 罗丹）

一幅幅色彩明艳的儿童画，
童趣十足；一幅幅传统文化浸润
的作品，惟妙惟肖，引得参观者啧
啧称赞。

这是一个充满童真色彩的艺
术作品展，弥漫着童话般的气息，
甚至让人想起童年时洒在身上暖
暖的阳光。

走进展览现场，你先会被眼
前色彩斑斓的缤纷世界所吸引，
给人震撼和启迪，不得不佩服孩
子们的奇思妙想和动手能力，不
得不惊讶于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
象和五花八门的创意。

素描、剪纸、儿童画、科幻画、
水彩画、漫画、书法、木版画、手工
制作……每一件作品都富有创
意，作品的选材都来源于生活，在
孩子们充满想象力的创作中焕发
出奇妙的艺术光彩。

现场听到更多的，还有来自
家长和观众的惊呼。来参观这次

书画展的，除了爱好者以外，还有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前来，让孩子
感受一下书画艺术的魅力。市民
杨女士带着8岁的女儿来到书画
展上，小姑娘虽然小小年纪，但看
起作品来却十分投入。

杨女士告诉记者，“女儿学画
画两年了，这次也参加了，只可惜
没有入选。为了鼓励女儿，也让
她多向同学们学习学习，所以这
次带她来看看其他同学的作品，
希望能激励她。”听了妈妈的话，
小姑娘不好意思地笑着躲在了妈
妈身后说，“他们都画得好好哦，
我要向他们学习，争取下次也能
在这里看到我的画。”

“画得有多好，心灵就有多
美。从孩子们的作品中，我们看
到了孩子们快乐的童年和天马行
空的想象，每一位参观者都会被
孩子们的天真所感染。”评委马骏
华由衷地说。

万源学校连夜送画

5月4日晚上7：00，组委会对当天收到的作品
整理将近尾声时，突然接到万源市太平镇一小杨老
师的电话，说自己拉着一车书画作品正往达州赶。
组委会工作人员当即表示，一定在办公室等他们到
来。

晚上8：30，太平一小几位老师终于赶到了达州日
报社。打开车门一看，里面装满了装帧精美的书画作
品，当搬完作品，做好登记，时间已近晚上10点。该校
老师告诉记者，因怕耽误正常工作，老师们都是上完课
放学后才出发。看到该校老师这么敬业，对大展赛这么
支持，组委会工作人员感到晚一点下班也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王万礼）

给乡下孩子参赛机会

5月4日下午4时许，记者将数千幅书画作品归
类打包，正准备上车运往报社时，大竹县周家二小
校长蒋志平打来电话，说他们学校有几名学生为了
参加比赛，把平时省下的零花钱买了作画材料，用
足足一周时间才画好，虽然质量不是很高，但希望
报社能给他们一次参与机会。

记者听后很感动，决定等他们把画作送来。直
到晚上10点，他们学校的徐祥敏老师才抱着一小捆
书画赶来，她说为了赶时间，专门租了一辆车赶到
城里。

（本报记者 刘礼全）

白血病患儿积极参赛

近日，一位姓刘的妈妈专程赶到报社，为儿子
昆昆送交参赛作品。刘妈妈告诉记者，她儿子今年
13岁，是通川区某中学学生，不幸患上白血病已休
学一年。儿子从小学习书法，患病以后，书法更成了
儿子的精神寄托。

得知达州日报社与巴山书画院联合举办达州
市首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后，昆昆在家里认真书写
了一副四尺的楷体毛笔书法作品“莫把丹青等闲
看，无声诗里诵千秋”，托付妈妈带到报社，亲手交
到组委会叔叔阿姨手中。 （本报记者 徐春红）

墨香满达城
盛况动巴渠
——记全市首届青少年

书画大展赛开展首日

花团锦簇香满园，翰墨飘香竞风采。9月8日，
达州市首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在市美术馆盛大开
展。从44200余件作品中精心挑选出的399件参展
代表作，表达出我市青少年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
赞美、对未来的向往，令人目不暇接。展陈作品质量
之高，观展人数之多，堪称盛况空前。

天马行空的创意
开启孩子艺术之门
□本报记者 邱霞

焦书记观展发现一个小秘密

9月8日下午，书画大展赛开展后，人们蜂
拥而至齐奔二楼大展厅，争着欣赏获奖的青少
年书画作品。

市委书记焦伟侠等市领导在一群小记者
的簇拥下步入第二展厅，再从第二展厅来到第
一展厅观展，不时对少儿的作品进行点评。在
第二展厅的一副画作前，焦伟侠停了下来，好象
发现了什么，然后,他伸手将画取下来，把画换
一个方向重新挂上去。原来，由于工作繁忙，工
作人员布展时不小心把画作的上下方向弄反
了。

（本报记者 刘礼全）

创作2个多月 夺得一等奖

在书画展中，一幅以“巴山背二哥”为
主题，作品名为《山中宝换回新时尚》的版
画，以其创新的技巧吸引了评委的注意，荣
获一等奖。小作者王蕴锦和袁睿夕都是来自
通川区七小的学生，为了这幅版画，耗时2
个多月。

自从接到参赛通知后，两个小朋友每天放
学后就在学校绘画一两个小时才回家。王蕴
锦的妈妈告诉记者，王蕴锦算是这次获奖作者
中年龄小的，只有8岁，3岁学画。“背二哥”离
孩子们的生活太远了，王蕴锦的妈妈就从网上
下载一张张图片让她们掌握人物形象。“因为
要求小朋友用油画棒涂满后，再用刀片刮出油
画的效果，比较创新，这对于小朋友来说太难
了，刮错了又涂，涂了又刮，重画了三四次才完
成，她们差点放弃，没想到竟获得了一等奖，太
出乎意料了。”

（本报记者 刘欢）

“的哥”陪女儿领大奖

“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一
幅用隶书书写的毛笔字对联，挂在二楼展厅进
门显眼位置，小作者张小霞捧着一等奖获奖证
书，摆出各种姿势配合爸爸用手机“咔嚓咔嚓”
拍个不停。

11岁的张小霞来自达川区金华学校，9岁学
习毛笔字，当很多同龄人放弃枯燥的书法练习
时，她却觉得这是最大的兴趣。“每天做完作业后
要练习书法1个小时，爸爸还专门给我布置了一
个小书桌练书法。”张小霞告诉记者，她的书法作
品屡次在学校获奖，这次一举夺得一等奖。

“我是跑出租车的，平时陪女儿的时间真
的很少。”张小霞的爸爸对记者说，这次女儿获
奖，全家人都很高兴，他特意请假陪同，分享女
儿的喜悦。 （本报记者 刘欢）

老师客串“妈妈”

离颁奖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一些获奖小选
手既兴奋又紧张。通川区七小四年级李林俊
同学获得了二等奖，也许是没上过这么高档次
的领奖台，领奖前显得有些紧张，陪李林俊一
同来到领奖现场的袁丽老师则像妈妈一样在
旁边安慰他。

袁丽老师介绍李林俊获得二等奖十分不
易，可喜可贺，李林俊露出了笑容；一会儿，袁
老师又向李林俊传授领奖时的注意事项。李
林俊低着头有些胆怯，袁丽老师将其拉到身
旁，两人面对面低声交谈。记者看见此时的袁
丽和李林俊就像母子般亲切。当李林俊离开

“老师妈妈”站入队列领奖前，袁丽向其伸出了
大拇指。

（本报记者 刘欢）

焦伟侠给获奖学生颁奖

老师为学生讲解作品

焦伟侠等市领导与获奖小朋友合影 开展仪式

焦伟侠等市领导参观画展

进场观展

照张集体相

瞧，这幅画画得多好

看看我获奖没有

小朋友晒获奖证书

作者在获奖作品前留影

达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巴山书画院院长 马骏华：

达州市首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是在书
法纳入教学大纲后，我市第一次举办这样大
规模、高标准的活动。从组织到发动，整合
了画院、媒体、教育、学校以及社会的力量，
参与学校和学生人数均远远超出了预期。

本次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
点：首先，书法纳入国家中小学教育大纲
后，我市各中小学引导和培养学生继承传
统，学习中国传统书法，使全市中小学生的
书法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其次，本次活动
从今年3月份开始启动，留给同学们的创
作周期比较长，对作品能够精益求精、反复
打磨，作品质量得到了充分保证。三是参
与面比较平均，几乎涵盖了全市所有中小
学校，各年龄段、各类书体和画种在大展赛
上都有所体现。四是本次大展赛是巴山书
画院自建院以来历次展览规模最大、作品
数量最多的一次，规格很高。

书法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
美能力和文化品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
用。望有识之家长从长计议，从小培养孩
子的书法爱好。

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
大世纪书画院院长 肖超：

达州市首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给我的感
觉是震撼：组织工作之得力，参与学校之整齐，
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体现了学校抓艺术
教育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令我震撼。

本次大展赛的评委难当，难的是评选
很难下决断，因为被选中的作品与没有被
选中的作品之间差距并不大。我感觉到这
些看似稚嫩的作品，却恰恰是孩子们的独
有天趣，洋溢着童真烂漫的思想感情和大
胆新奇的想象——同学们的立意和创新意
识超强，作品的现代感、形式感，以及内容
和技法的成熟度都很高。我们得感谢搭建
这个平台的媒体和画院，为同学们提供了
一个展示才艺的舞台。

别小瞧了一次展赛，对孩子们的激励
作用要远远大于说教。达州日报社十分重
视关心下一代工作，辟出专门的教育版块，
办有周刊性质的报纸，深受学校和同学们
的欢迎。达州日报社和巴山书画院举办这
样高规格的大展赛，对学校开展素质教育
真正起到了助力和加油的作用。

（本报记者 刘欢 整理）

（图片由付勇 黄江涛 龚其明 罗丹 王万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