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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多措并举，做深做实党史学习教育

我校新校区建设全面提速

○本期头条 / 海山   刘爽 / 文   

 本报讯  按照学校党

委的总体安排，我校党

史学习教育继续有条不

紊地推进。4 月 6 日—

13 日，召开了三次“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三问”座谈会，

举办了第一期专题读书

班，召开了第二次调度

会。

	 4 月 6 日上午，我

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三问”第一次座

谈会。校党委书记刘前贵

出席会议并听取了意见

和建议。会议由校党委

副书记赵海忠主持。会

上，党委宣传部、机关

党总支负责人，各二级

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

支部书记、系主任代表、

教授代表、青年教师代

表、本科生代表、研究

生代表和中专生代表参

加座谈会。与会代表们

重点围绕学校改革发展

主题提出了 50 多条意

见和建议。座谈会上，

校领导还了解了家庭有

困难师生的生活和工作

需求。

	 随后又召开了由学

校党委宣传部、机关党

总支负责人，各二级学

院团总支、学工办负责

人，辅导员代表、各年

级各专业学生代表参加

的第二次座谈会。学校党

委副书记赵海忠，校党委

委员、副院长蔡广志出

席了座谈会。会议由校

党委副书记赵海忠主持。

与会代表们针对课程设

计、课堂管理、思想政

治教育、后勤保障、校

园安全、校园文化、宿

舍管理、自习室开放等

师生广泛关注的问题提

出了建议。

	 4 月 13 日下午，我

校第三次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三问”座

谈会。学校党委副书记、

院长黄海，校党委委员、

副院长赵林平，副院长

孟显波，机关党总支、

各二级学院、分管教学、

科研和创作展演工作主

要负责人，一线教师代

表、学生代表参加了会

议。座谈会由学校党委

副书记、院长黄海主持。

	 会上，代表们针对

教务系统建设、课程思政

设计、科研成果申报、教

师职称评定、展演展厅设

立、校园文化建设、后勤

保障、自习室开放等方面

提出了意见建议。

	 另外，我校还通过

制作数据问卷调查系统，

在全校范围内征求“三

问”意见建议。在学校

校园网开设了“群众心

声”信箱，了解师生的

问题难点、掌握困难师

生实情。南北校区分别

设置了固定意见建议箱。

针对师生员工广泛关注

的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

	 4 月 7 日，第一期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

班在北校区小音乐厅举

办。学校党委班子成员、

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思政课教师参加了学习。

校党委副书记赵海忠主

持开班仪式。本期读书

班为期 2 天，采用专题

讲座、集中学习、专题

研讨等多种方式进行。

	 开班仪式上，邀请

自治区党委党史学习教

育宣讲团成员、内蒙

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博士生导

师傅锁根教授做了题为

《艰辛的探索	辉煌的成

就—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及其历史启

迪》专题讲座。4 月 8

日下午，举行了专题读

书班结业仪式。校党委

书记刘前贵作了总结讲

话，他要求，学校党委

班子成员、中层以上干

部，要在新时代构建学

校新的发展格局中，提

供强有力支撑。要在引

领学校向双一流发展中，

增强自身能力。在破解

关键环节、让师生有获

得感、得实惠上，实现

更大作为。全体党员同

志要不断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发扬奋斗精神，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

齐心开创内蒙古艺术学

院干事创业新局面。之

后还进行了专题研讨。

	 4 月 8 日下午，我

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召开第二次工作调度

会议，对近阶段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了

总结，研究部署了下一

步工作。赵海忠副书记

对我校目前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讲评，就我校党史学习

教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进行了强调部署。校党

委委员、宣传部部长、

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王锦文对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相关任务要求进行了进

一步明确，并就当前党

史学习教育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事项作了说明。

出席“至真至美——苏茹娅艺术展”的嘉宾在展览现场合影

“苏茹娅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 （详见第 2-4 版）

新校区蓝图实景效果图

	 4 月 9 日，我校党委

书记刘前贵、院长黄海

带领后勤处有关负责人

员深入我校和林格尔新

校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

推进情况。

	 新校区项目建设现

场，塔吊林立，机器轰

鸣，随处可见工人忙碌

施工作业的身影，一派

繁忙景象。刘前贵书记、

黄海院长详细了解了新

校区建设整体推进情况，

并到项目各标段实地查

看了进展情况。

	 学校后勤处处长郭峰

就目前新校区整体推进情

况作了现场汇报。在听

取汇报后，刘前贵书记、

黄海院长指出，新校区

建设是事关学校长远发

展的大事，各有关负责

人要齐心协力，再接再

厉，确保新校区建设保

质保量、稳步快速推进。

要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

施工要求，精益求精地

推进工程规范建设，以

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向

全校师生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刘前贵书记、黄海

院长还赴学校家属区建

设工地进行了实地查看，

并就推进建设有关事宜

作了部署安排。

	 在学校党委、行政的

统一领导下，在和林格

尔新区管委会、和林格

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我校新校区建设项目已

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 全

面复工。此次复工项目

包括学校教学主楼、行

政楼、视觉传达类教学

楼、图书馆、风雨操场、

体育场看台、食堂等 7栋

单体建筑，分为三个标

段进行施工。截止目前，

教学主楼和视觉传达类

教学楼的地基 CFG 桩分

别完成 20% 和 30%，学生

食堂、风雨操场、行政

楼完成了地基处理、砼

垫层浇筑，并先后开始

了钢筋绑扎施工。全部

项目将于年内实现主体

结构封顶，并将根据实

际进展，进行二次结构、

附属配套、精装修等施

工作业，预计 2022 年 9

月达到入住条件。

	 4 月初，新校区室外

工程和园林景观工程项

目已完成招投标，拟于 5

月上旬开工建设。

蒙古妇女（210×155cm  2012 ）            苏茹娅



 
 本报讯		4月28日—5

月9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主办，内蒙古美术

家协会、内蒙古艺术学院、

内蒙古美术馆承办的“至

真至美——苏茹娅艺术展”

在中国美术馆5号厅展出。

本次展览展出作品50余幅，

是苏茹娅教授20余年传统

工笔画作品的精选。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

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

主席冀晓青出席开幕式

并讲话，徐里副主席宣

布展览开幕。内蒙古文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机关党委书记艺如乐图

主持开幕式，我校美术

学院党总支书记陆大勇参

加了开幕式，秦娜代表策

展人、中国艺术学院美术

研究所研究员陶咏白，内

蒙古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我校美术学院教师苏茹娅

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徐里副主席在讲话中

指出，此次展览是内蒙古

画家代表少数民族地区向

建党百年的一次献礼。内

蒙古人杰地灵，其厚重雄

浑、辽阔博大、朴实乐观

的内涵和精神特质造就了

各种艺术门类百花齐放的

生动局面。内蒙古文化独

具魅力，影响力遍及全国。

苏茹娅的作品以传统为底

蕴，凸显出新时代画家对

工笔画发展的思考、探索

与创新，她将具象写实与

诗性写意有机结合，以简

绘繁，形成了独特的造型

语言和审美追求，体现了

一种大气沉稳、简洁俏

丽、灵动干净的艺术风

格。这样一种绘画语言

表达形式，蕴含了内蒙

古特有的绚丽、美妙、

活泼以及对生命的追求。		

	 他说，近年来，苏茹娅

作品荣获多个国家级重要

奖项，很大程度上源于她

始终坚守艺术的创新发展

当追随时代发展的理念，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深入生活，将

内蒙古最生动的形象以艺

术的形式记录展示出来。

	 他强调，艺术的发展

要与时代同步，在传承的

基础上创新创造，中国画

创作一定要有中国元素，

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精神。以苏茹娅为代

表的内蒙古广大美术家、

艺术家应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为

内蒙古、为全国各族人民

创作出更多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的精品力作。

	 冀晓青书记在致辞中

评价说，苏茹娅生活中的

不张扬、不媚俗、不浮华，

造就了其作品简洁、雅致、

沉稳、静穆的艺术风格。

通过她一幅幅具有鲜明审

美特色的艺术作品，观众

可以更加直观地触碰和感

受到中华民族与北方草原

世代繁衍生息的浑然雄壮

的生命律动，以及这个古

老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文

脉。此次个展的举办，不

仅是对苏茹娅长久以来艺

术创作的肯定，更是对她

执着艺术追求的认可。期

望通过此次展览，进一步

激发她的艺术创作激情，

鼓励她创作推出更多思想

性、艺术性相统一的精品

力作，同时激励全区广大

美术工作者绘就更加浓墨

重彩的盛世华章。

	 本次展览是我校教师

首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

人展览，对彰显我校美术

专业教学与创作实力，扩

大我校美术教育的社会影

响力意义重大。

	 苏茹娅画中那些典雅、庄重、大气、沉稳，而又

清纯、俏丽、灵动、干净的人像造型，涵咏着绚丽、

美妙、活泼的生命情调，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慑人

心魄，过目难忘。

　　何以如此令人惊艳 !

　　她那别出心裁的人物造型和异样俏皮的脸面，令

人惊诧。她不走常规四分之三侧脸造型的范式，而是

“剑走偏锋”，要么单纯的 180°正面，要么 90°正

侧面，甚而一反常态反向思维地画一个后脑勺，或又

突发奇想用诡异的卡通形象隐喻新冠病毒给人类带来

的灾难。她以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用诡异的视觉形

象阐述了人与万物在生命的大道上，同乎生命，同乎

天命，表达了她对生命的态度和对人生真相的认知。

　　她“靣”的造型力求简洁，但服饰的造型确是重

彩浓墨、精心雕琢、大做文章。诚然，服饰是动态的

时空艺术，透过不同时代的服饰可以把握每个时代的

脉搏。苏茹娅掌握了这把表达历史内涵的钥匙，她作

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命中注定是弘扬蒙古文

化的“歌手”。她以一腔热血满怀敬意地表现了蒙古

族众多部落各具华彩的服饰，带领我们浏览了草原牧

民的生活风俗，既有贵族的奢华富贵，又有草原牧民

的绚丽质朴。在这服饰花园的朵朵似锦繁花之中，隐

约闪现了上海 30 年代民国风的婀娜旗袍，也有京剧

旦角靓丽的戏服，也在恍惚间见到了西方妇人穿的维

多利亚式塑腰宽摆裙，甚而看到了英国作家夏洛蒂·勃

朗特笔下简·爱的身影，她似乎引领我们超越时空领

略了服饰文化史的丰美与厚重。

　　苏茹娅的艺术作品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还在于她画面的设计中常常有奇崛的画面构成。

她善于运用响亮的对比，将黑白、大小、繁简统一协

调成或厚重深沉、或清新婉约的交响乐章。

　　苏茹娅以传统工笔为基质的新工笔，既有工笔的

细腻与微妙，又有写意的豪放与洒脱，这些笔性墨韵

是她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外化。她的独创性的艺

术语言，藉以别出心裁的人像造型，沉淀着文化的厚

重，穿越了历史时空，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提供了

工笔水墨现代性的新版本。

　　苏茹娅眼界开阔、广采博收地将影像艺术、电影、

时尚杂志等多种视觉元素融会贯通变为自己创作的灵

感和资源，她把自己当作摄像机，将形象一一摄入脑

海中，创作时呼之欲出，成为自己创作的词汇。她的

作品不是图片的照抄和翻版，而是超越了模式化的创作

方式，形成了她独特的表达语言。这是因为，苏茹娅具

有强烈的感受力和广阔的想象力，具备一种超越万物

和自我经验的“诗性智慧”，这是以直觉的方式理解

生命的智慧，也是以感性体验的直觉的穿透力，透过

表象达到事物本质的洞察。所以，她的人像不是指代

某人的头像，而是承载了历史、时代、时尚，具有超

越时空的精神性特征。她的人像艺术正是似史诗般延

绵长流的“精神图像”。

	 “靣”是“面”的繁
体字，在字典里是指面孔，
也指事物的外表。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末，我寻找到一种图式
成为我艺术表达的方式。
　　“靣”比它的简体字
笔画更少，字的外型也更
精简。这更像我的绘画历
程—由繁至简。最初的
画面不断往里填充内容。
大学是在师范大学学习，
综合视觉艺术实践学习对
我之后的创作之路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油画、
雕塑、版画、设计。年少
时喜欢西方绘画，一直用
油画进行创作。文艺复兴
时期的宗教绘画图式、达
芬奇的“岩间圣母”、波
提切利的“春”，这些优
美静穆的经典都影响着我
的审美品质。
　　此后某天，在不经意
间我翻开了一本老式印刷
的线装的清末改琦绘制的
红楼梦人物集，那飘逸的
云卷云舒的传神达韵的意
象人物图式触动了我，于
是如丝的发絮、流动的线
条便像音乐的旋律一般，
飘进了我的画面，同时也
开启了我的工笔创作之
路。人物的动态、人物之
间的呼应、背景的填充是
当时在画面中重点考虑
的。我通过人物的动势、
神态、人物之间的呼应，
以及背景、云、山、花
草填配营造画面的气氛意
蕴。
　　我喜欢看电影，从
VCD 到 DVD 时期，我浏览
了大量的西方经典电影。
这对我“靣”的构图有了
潜在的影响，像电影中的
近镜头，拉进了我塑造形
神各异的人物形象与观者
的距离，画面中的人物好
奇地凝视着观者。去掉了
中国画留白的审美理念，
让画面“满”，增强了视

觉冲击力和张力。我当时
也喜欢日本浮世绘绘画，
于是画面尺幅变小，开始
单纯的塑造人物的头像，
去掉繁复的背景，单纯将
精力集中在画面人物头像
的刻画上，这样可以更深
入地塑造人物的灵魂，
“靣”的图式正式开启了。
它伴随了我20年的光阴，
像是在艺术的神秘园里探
游，寻找着每一步前行的
密码。
　　一幅好的画是“磨”
出来的，一定要有精深的
技术支撑。我喜欢用带有
粗励纸筋的皮纸的反面绘
画，厚糙毛绒质感加上用
线概括简练，赋色单纯，
这样反复渲染，使画面更
具绘画表现性，理想的心
灵图像便能够更好地呈现
在纸面上。三矾九染，快
不得。时光在指间流过，
心中理想的形象通过层层
浸染隐约出它的意蕴，自
在从容又缥缈悠然，澄净
单纯又神秘疏离。画面中
的形象好奇地凝视外面的
世界，或静谧地低垂着双
眸，或背对画面，与现实
隔离，保持距离，面对的
是自我。清澄又虚无，一
颦一蹙，即静亦动。“靣”
是我内心世界精神律动的
真实写照，也诠释了自己
对生命的态度，对人生真
相的认知。内心的思想流
动通过“靣”的塑造凝聚
在方寸之间。
　　千人千面，塑造众生
像的过程也是塑造自我的
过程。“靣”亦指事物的
表面，与“里”相对，对
画面形象的塑造也是自己
内心真实的写照，从客观
外在的表现逐渐深入到内
心的寻找。
　　“北方有佳人，绝世
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
顾倾人国。”云一綩，玉
一梭，青丝如絮，方寸间
是整个宇宙。能够在艺术
的神秘花园里畅游是上天
赐予的最好礼物，它能充
实人生，也能滋润心灵。
尤其在经历疫情的这段特
殊时期里，它是一种救
赎，能消解现实的焦虑与
无常，亦能超然现实的平
庸与繁琐。对艺术的探索
点燃了生命的熊熊之火，
看清世界，也看清自己。
通过“靣”的营造，我在
完善着自己内心的精神世
界，建构着自己至真至美
的理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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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 15幅《蒙古族妇女》参加中国艺术博览会																			
 个人作品集：
	 2000 年《中华优秀美术家·苏茹娅》作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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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三届内蒙古自治区中青年德艺双馨文
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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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真 至 美 的 “ 精 神 图 像 ”   

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徐里同志讲话

画家苏茹雅女士致辞

开幕式现场

嘉宾观展

舞之憩 （ 220×186cm  2019 ）                      苏茹娅

立春（239×189cm  2015）                          苏茹娅

夏至（224×192cm  2014 ）                         苏茹娅

格子（ 68×55cm  2021）                             苏茹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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