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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一连五天，容桂渔人码头·2025
顺德美食嘉年华以一场盛大的美食+文
化盛宴，拉开了新一年的序幕。

新年以来，全国各地大大小小以
美食为主题的活动陆续举办，但能像
顺德美食嘉年华这样，活动初日就有
央媒来做新年直播的并不多，而顺德

“容马”当天，来自各地的跑友们品尝
美食后，更是纷纷点赞这“舌尖上的
马拉松”。

顺德美食嘉年华是如何把“舌尖
上盛宴”办到人们“心尖上”呢？天
时地利与人和缺一不可，而最重要
的，是这届美食嘉年华非常“地道”。

什么叫“地道”的美食嘉年华？
地道体现在精选的美味，在丰富的本
土文化，在贴心周到的运营服务。

美食嘉年华，越地道越美味。今
年的顺德美食嘉年华，各大著名餐饮
品牌汇聚，众多顺德本土优秀商家齐
聚一堂。背靠“世界美食之都”的金
字招牌，顺德美食嘉年华从入场摊位
选择上就下足了功夫，参展的商家阵
容也十分强大，不乏获得“中华餐饮
名店”“广东老字号”等称号的高端品
质粤菜企业，商家主打“一人份招牌
菜/特色菜”，让市民游客一站式寻味顺
德，享受味蕾的盛宴，充分领略顺德

美食的魅力。
美食越是地道，越是美味，越能

俘获人心，越能让食客称赞，越能让
食客流连忘返。顺德美食嘉年华为市
民、游客奉上了有口皆碑的美食盛
宴，让美食文化“鲜活”在百姓的舌
尖上。

美食嘉年华的“地道”，在于除了
提供美食外，还有丰富的本土文化。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美食相辅相
成，能让食客回味无穷。顺德美食嘉
年华自然深谙此道，所以除了美食
外，每当夜幕降临，本土优秀艺术演
出机构现场秀技，精彩节目轮番上

台，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容桂的热情和
活力。

不仅如此，顺德美食嘉年华与马
拉松两大品牌叠加，打造了一场“舌
尖上的马拉松”。为了让跑友们在容桂
玩得开心、跑得舒心、吃得顺心，赛
道沿途设置了特色美食补给站和曲
艺、器乐、国标舞等氛围点，跑友还
能领取马拉松专属美食优惠券福利，
享受餐饮名店与新锐餐饮齐聚一堂的
美食嘉年华。

除了美食与文化，顺德美食嘉年
华在运营上也是十分“地道”。活动初
日就有央媒来此做新年直播，让顺德

美食嘉年华迎来一个好的开始。五天
以来，顺德美食嘉年华提供一系列的
暖心服务、一项项贴心举措，为市民
游客们的吃、住、行、游、娱提供全
方位服务，吸引人流超15万。

精选的本地特色美食，丰富的本
土文化，贴心周到的运营服务，顺德
美食嘉年华以美食“圈粉”无数，以
最真诚的态度实力“宠粉”。如此地
道，而又诚意满满的美食嘉年华，自
然让市民、游客切实感受到顺德这座
城市的温度，让食客频频“竖起大拇
指”。

日前，在佛山粤剧院戏剧场的舞台
上，从艺四十年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李淑
勤，迎来了传承的新篇章。李淑勤再纳
新徒，这不仅是师徒间缘分的美好延
续，更是粤剧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的生动写照。

“传承有‘李’”，这一主题寓意深
远，不仅代表了李淑勤对粤剧艺术的深
情厚爱与无私奉献，更象征着在她的带
领下，粤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正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仪式上，再现呈
贴、敬茶、献礼等具体拜师传统环节，
那份庄重与肃穆已通过现场的氛围传递
给了每一位在场者。更重要的是，这一
刻，人们看到了粤剧艺术后继有人的希
望与未来。

新徒的加入，如同一股新鲜血液注
入佛山粤剧的血脉之中，她们年轻而充
满朝气，对粤剧艺术怀揣着无限的热情
与敬畏。

这是技艺的传授，更是精神的接
力，是老一辈艺术家对新一代的期望与

信任。
此次收徒仪式，是对李淑勤老师艺

术生涯的一次致敬，也是对佛山粤剧未
来发展的一次展望。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只要有人愿意承担起传承的责任，
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就能得到延续和发
展。正如粤剧那悠扬的旋律，穿越时
空，触动心灵，它将继续在新一代艺术
家的演绎下，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随着夜幕降临，佛山粤剧院戏剧场
内的灯光渐渐暗淡，但人们心中的灯火
却被这场收徒仪式点亮。在李淑勤老师
及众多像她一样致力于粤剧传承的艺术
家们的共同努力下，粤剧这朵南国奇葩
定能代代相传，香飘四海，让世界感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不朽生命
力。

正如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粤剧传承艺术家的辛勤耕耘，必将
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粤剧人才，使这门古
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绽放出更加
绚丽的光彩。

顺德美食嘉年华如何从“舌尖”办到“心尖上”
黄维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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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徒拜师 艺术延续
王晓琦

“真没想到，地铁站竟成了‘美
术馆’。”置身于上海地铁龙华中路
站的“美术新空间”，市民郭先生有
穿越之感。展览不设置“一米线”，
观众可近距离欣赏画作细节。每幅
作品都有专业导赏及二维码，扫码
就能在手机等移动端体验互动内
容。展览虽然布置在人来人往的地
铁站，但质量丝毫不打折扣。地铁
这一穿梭于都市的交通脉络，奏响
了艺术与生活的奇妙交响。

不只是上海，也不只是地铁。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都在探索
将艺术作品引入公共空间。李苦禅

《盛夏图》、王雪涛《松鹤图》等19
幅名家画作在北京站亮相，笔墨丹
青与建筑之美相映成趣。在广东广
州，公交公司联合音乐曲艺团、名
家工作室推出粤曲、粤语相声等主
题线路，市民乘车可沉浸式欣赏非
遗艺术。在福建福州，默剧、山歌
对唱、高甲戏等传递街头演艺的独

特魅力。从交通枢纽到社区公园，
从街巷里弄到商业中心，城市生活
涌现越来越多艺术元素。

一座宜业、宜居、宜游的城
市，既应具备完善的物质设施，也
需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相比于陈
列于画廊、呈现于剧场，展览与演
出嵌入城市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场
景，融通了艺术空间与生活空间，
能在日用而不觉中给人以美的享受。

一方面，这为城市增添了一抹
文化韵味，让更多人有机会邂逅艺
术、享受一份惬意的精神茶歇。

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开拓以
美育人、以文化人的多元载体，降
低了解艺术、品鉴艺术的门槛与成
本，为艺术传播打开了更广阔的空
间，助力艺术更好实现其社会功能。

除了推动艺术作品“破界出
圈”，城市及其公共设施本身，亦可
被视作一种特殊的审美空间和文
本。近年来，城市美学方兴未艾。

在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各环节，
不妨将审美功能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浙江杭州，东山农贸市场经过
更新改造，融入远山青黛的风雅宋
韵，化身集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于
一体的优质商业空间。北京西城杨
梅竹斜街，艺术家团队利用闲置空
间打造“胡同花草堂”，鼓励居民共
享花草景观，推动邻里关系改善。
从实践看，通过各种小细节、小改
造，因地制宜扮美城市空间，就能
让城市生发出更旺盛的文化生命
力，让人们拥有更强的幸福感、归
属感。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
市的灵魂。城市不是钢筋水泥的简
单堆砌，而是一个有机而复杂的

“生命系统”。期待更多美的元素在
城市中接续涌现，让人们的精神生
活更加怡然、丰足。

人民时评

城市美学在细节
李铁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