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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书法之城翰墨飘香 挥毫运笔为城铸魂

上世纪 50年代末，来自全国各
地的数万名建设者响应国家号召，汇
集乌海，开发煤炭。劳动之余，书法
成为大家寄托情思、对外交流的一种
方式和乐趣，日渐蔚然成风，乌海书
法由此发端。

历经半个多世纪，书法不仅已深
深地根植于这座城市，让乌海市拥有
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融入了人们工
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为一代代乌
海人的精神家园。自2008年被中国
书法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第一个书法
城以来，乌海市历届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书法城建设，把书法城建设作
为城市转型的重要支撑加以推进。
15年来，“中国书法城·乌海”不仅荣
膺自治区十大宣传思想文化品牌，
“书法五进”工作模式成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中国书法
城·乌海”还成为了乌海市外塑形象、
内聚人心的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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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朴的矿区书法文化是乌海书法城的最初源头，到
了上世纪80年代初，乌海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中国书画
函授大学乌海分校，培养了一批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书法
骨干力量，为书法城的创建奠定了人才基础。1994年，
在浓厚的群众性书法艺术创作氛围中，乌海市委、市政府
因势而谋，作出了创建书法城的决定。2009年，乌海市
出台了《中国书法城乌海五年建设规划》，拿出真金白银
用于书法理论研究、书法创作、书法人才培养、书法展览、
书法对外交流。

与此同时，在2007年至2020年10多年的时间里，乌
海市还先后成功举办了十一届黄河明珠·中国乌海书法艺
术节和八届国际书法产业博览会。这一以书法为主题的
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的举办不仅提升了乌海市文化发展的

内涵，促进了乌海市文化事业繁荣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机
融合，也促使该市在国内书画界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越来
越多的人正在通过书法文化节这个窗口了解乌海市。

2007年 8月 9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 60周年之际，
首届黄河明珠乌海文化节隆重开幕，乌海市的“黄河明珠
乌海书法文化节”由此发端。2008年 9月，在第二届黄
河明珠乌海文化节开幕式上，乌海市被中国书法家协会
正式命名为“中国书法城”，乌海市实验小学被命名为

“中国书法兰亭小学”。 2009年 9月，中国首届少儿书法
艺术节暨第三届黄河明珠·中国乌海书法艺术节上举办
的“中国最大规模青少年书法比赛”获得了上海大世界基
尼斯之最。2010年举办的首届国际书法产业博览会暨
第四届黄河明珠·中国乌海书法艺术节，是我国首次举办

的以书法产业为主题的国际性书法盛会。在开幕式上，
来自近30个国家、地区的100名书法家书写了130米长
卷，创造了“最多国籍书法家书写长卷活动”的上海大世
界基尼斯之最。在2011年第五届黄河明珠·中国乌海书
法艺术节暨第二届国际书法产业博览会上，乌海市还被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授予“中国硬笔书法名城”称号。
2014年 10月，在第六届黄河明珠·中国乌海书法艺术节
暨第三届国际书法产业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建筑面积7.6
万平方米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书法艺术殿堂——当代中国
书法艺术馆正式开馆。而2015年至2020年举办的多届
黄河明珠·中国乌海书法艺术节，让乌海市民在家门口
就享受到了高水平书法艺术熏陶，也一次又一次将乌海
市的书法文化和书法产业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在乌海市，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几岁孩童，都是这场
“全民书法”热潮中的主角，乌海市已然形成了全民爱好
书法、习练书法、经营书法、研创书法的良好氛围。

在乌海市实验小学宽敞明亮的书法教室里，学生们
在专业书法教师的指导下一笔一画认真地临摹字帖。学
生们纷纷表示，写书法让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喜
爱愈发浓厚。

石敏是乌海市实验小学专职书法教师，同时也担任
着内蒙古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她告诉笔者，1993年，乌
海市实验小学率先将书法引入校园，为学生开设了书法
课程。在2008年，该校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为“中国
书法兰亭小学”。现如今，书法教学已成为该校培养学生
良好写字习惯，提高学生文化素养，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教学的重要一环。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凝聚着中

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也彰显了文化自信。近年来，乌
海市将书法普及教育作为传承书法艺术文化，学好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抓手，紧紧抓住孩子“拔节孕穗”的
关键期，坚持从娃娃抓起，在书法进课堂、建强师资力量
方面下足功夫。

乌海市不仅在全市实行书法教育“三进三落实”，即
书法教育进校园、书法课程进课表、书法教学进课堂；政
府买单落实书法教材、学校落实每周 1节有专业教师指
导的书法课、语文教师每天落实 20分钟的写字训练，实
现了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写字与书法教育全覆盖。还通
过培训讲座、“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逐步培养建立起
一支热爱书法教育事业、方向正、业务硬、有经验的书法
教师队伍，为繁荣书法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在乌海市，不只是校园中的师生在研习书法，从机关
到企业，从社区到军营，书法文化可谓家喻户晓，并形成

了人人爱好书法、学习书法、研创书法的良好氛围。据统
计，在乌海 56万人口中，常年研习书法的就达数万人。
目前，乌海市国家级书协会员达到46人，自治区级书协
会员165人，市级书协会员2000余人；其中，中国书法兰
亭奖入展获奖10人次，全国书法篆刻展入展19人次，获
奖、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单项展160余人次，自治
区级书法篆刻展288人次，自治区艺术最高奖萨日纳奖7
人次。

同时，乌海市不断加大书法普及力度，以广大书法爱
好者为对象，以“书法五进”为载体，每年举办“全民书法
大赛”“全民临帖大赛”“市民书法大讲堂”等活动，培育起
老、中、青、少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的群众书法队伍。青
年书协、老年书协、女子书协、企业书协等各类书法组织
相继成立，他们活跃在各类书法展览中，逐渐成为乌海市
书法群落中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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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共享书法盛宴 满城尽是墨韵飘香

聚焦聚力“两个打造” 翰墨融入城市血脉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彰显着城市的内

涵，多年来，书法文化的大发展不仅成为乌海
市深入推进“两个打造”、提升城市内涵的有力
抓手，而且还赋予乌海市转型发展新灵感与新
路径。

乌海市多年来积极实施“书法靓市”工程，
推动书法文化向相关领域拓展、延伸，彰显书
法城特色。该市一方面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融
入书法文化元素。城市整体建筑物主要体现
笔、墨、纸、砚的黑、白、灰色调，在城区主要出
入口、街区路段、广场公园、绿地景区，随处可
见书法文化元素的雕塑景观。另一方面推动
书法与多元文化融合发展。乌海市原创大型
音乐舞蹈诗画剧《大河书风》，以书法作为表现
主题，充分彰显对书法的深刻理解和中国书法
城的翰墨风韵。

如今的乌海市，到处洋溢着浓郁的书法气
息，从街道牌匾、建筑装饰到城市标识、公园场
馆，处处书韵流淌；从校园社区、工矿企业到行
政机关、事业单位，处处翰墨飘香，书法文化以
其独特的渲染力和感召力灵动于这里的山水园
林之间。

与此同时，乌海市始终将培养书法名家摆
在突出位置，不断增强中国书法城建设发展的
人才基础。该市加大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力
度，将书法人才纳入特殊人才引进范围，在住房
补贴、工作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特殊人
才引进待遇政策。

经过多年不断培养激励、淬炼打磨，乌海市
高层次书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乌海市书法家
冯印强摘得书法最高奖——第四届兰亭佳作一
等奖，填补了全自治区此奖项的空白。

以平台阵地建设为抓手，乌海市持续深化
书法文化事业的交流发展、普及提升。乌海市
不仅建成投运了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配套建
有22万平方米的书法广场，并与中国书法家协
会合作，形成集书画展示、鉴赏、教育、培训、交
流、拍卖一体化平台，成为深化书法文化事业繁
荣发展的有力支撑。同时，在全国率先开展书
法示范单位命名活动，共命名6个系列30多家
书法示范单位。政府出资为市民免费开通了中
央书画频道，搭建起长期、短期、机动互补的全
方位、多元化书法活动阵地体系，向社会呈现了
中国书法城·乌海的建设风采。

多年来，乌海市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
融合发展、渐次培育，逐步带动形成融合服务型
书法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依托黄河明珠·乌
海书法艺术节、书法产业博览会、“乌海书法论
坛”等大型书法活动，同时，借助各类经贸活动、
庆典活动和对外交流活动的契机，深化书法文
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综合运用书法文化元素进
行旅游形象的策划和推广，着力凸显区域文化
旅游特色，不断提升中国书法城·乌海旅游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通过划行归市、集中建设运营等多种方式，

乌海市依托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打造集书画
作品展览比赛、教育培训、精品创作、学术研究、
鉴赏拍卖、交易交流“六位一体”的书法产业园
区，促进书画等文化市场资源整合，逐步形成并
推动乌海市书画等文化市场集聚辐射发展，成
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促进旅游消
费的重要一环。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既是乌海市由“煤
城”到“书法城”嬗变的进程，又是乌海市特色文
化由觉醒、兴起到繁荣的过程。乌金般燃烧的

煤炭，乌金般流淌的墨韵，诠释了乌海之“乌”，
也体现了“黑”的哲学，煤炭的黑色饱含着艰辛
和奋斗，水墨的黑色展露出优雅与高贵，蔚然成
风的乌海大众书法，把“煤海”和“墨海”同脉相
连，实现了由煤到墨的华丽转型，“书香乌海”的
浓郁气息浸透了整座城市。文化兴市，播生朴
雅。挥毫运笔弘扬传统文化，饱蘸浓墨书写时
代风骨。书法，将继续随着城市的脉搏流淌，在
乌海这片热土不断赓续传承。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乌海市文联提供）

牢记嘱托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书法传承驰而不息 向外递出烫金名片

乌海书法家登上《中国书法大会》。

20192019年乌海市举办的年乌海市举办的““全民共书祖国好全民共书祖国好””大型群众性书写活动大型群众性书写活动。。

大漠湖城翰墨飘香。王超 摄

书
法
展
览
长
年
不
断

书
法
展
览
长
年
不
断
。。
高
瑞
鹏

高
瑞
鹏

摄摄2021年乌海市举办的“全民共书中国共产党好”群众性现场书写活动。高瑞鹏高瑞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