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12年4月17日 星期二本版责编 简 彪 综合新闻 E-mail：zgwhbnews@163.com 电话：010-64275044

百家横议

在宗泽广场听京剧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对待文化遗产莫急功近利对待文化遗产莫急功近利
杜 浩

嵩山少林武术博物院开工奠基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河南嵩山少林武术博物院开工奠

基仪式近日在河南省登封塔沟武

术学校举行。

嵩山少林武术博物院位于嵩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少 林 景 区 ，占 地

203.31 亩，总投资 2.3 亿元，计划

工期两年。该博物院将由功夫文

化展览馆、功夫文化演绎擂台馆、

功夫文化交流中心、功夫文化研

究所、理论教研馆、综合训练馆、

资料阅览馆、远程教育馆、功夫文

化刊物编辑室等组成，整体建筑

风格与整个少林景区相协调，将

集中展示少林武术的起源与发展

史，编制与演出大型武术舞台剧，

开展少林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等

活动。

艺术类毕业生：灵活就业为主流
新华社记者 李江涛

广西隆安“那”文化旅游节展稻作文化

2011 年 6 月，教育部公布全国

普通高校共计 2101 所（不含独立

学院），竟有 1010 所高校建立了艺

术专业和院系。今年 2 月，上海市

教委将艺术设计、表演、播音与主

持艺术等 18 个本科专业列为“年

度预警专业”，建议艺术类院校压

缩 10%的招生规模，原因是这些专

业连续多年就业签约率低。

近年来，成千上万的学子投

入艺考大军的行列，人们不禁要

问：艺术类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

势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灵活就业仍是主流

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生就业指

导中心主任段海疆告诉记者，近

几年，该院每年的毕业生就业率

都在 90%以上，其中灵活就业的毕

业生约占 70%。灵活就业是指除

了 签 订 三 方 协 议 之 外 的 就 业 形

式，包括有聘用合同或用人证明

的，还有做家教的。不过，每年最

后 签 订 三 方 协 议 的 毕 业 生 只 有

20%多。

“今年灵活就业的比例还有

增加的趋势，因为北京进一步控

制了留京指标。”段海疆说，艺术

类毕业生择业地区相对集中，他

们首选北京等发达城市，主要是

这里的就业机会多、信息多，能紧

跟潮流。虽然不解决户口，但他

们在这几个大城市能找到工作；

即便是做辅导学生的家教，一个

月也能挣上几千元钱。

据段海疆介绍，北京今后将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类人

才的需求量更是大增。在 3 月该

院的校园招聘会上，除了一些高

校 和 艺 术 院 团 等 传 统 用 人 单 位

外，不 少 文 化 公 司 也 来 招 聘，歌

手、作曲、艺术管理人员等成为他

们急需的人才。

记者从多所艺术类高校了解

到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情 况 大 致 相

同。值得注意的是，艺术类毕业

生 在 供 求 上 存 在 结 构 性 不 平 衡

问 题 。 与 市 场 需 求 贴 近 的 应 用

型 专 业 就 业 形 势 较 好，如 设 计、

动 画、声 乐 等；国 画 等 传 统 类别

的专业择业面较窄，市场需求量

相对要少。

宁愿漂着也不离开北京

王晓林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

系的应届毕业生，去年父母就找

关系安排他到老家的一所画院工

作，但他不想回去。他表示，无论

多么艰难，都会在北京“漂”着。

上学期间，小王的一些作品

已在潘家园等艺术交易市场拿到

了实际的收益，但许多都是临摹

之作，并不能显示自己的风格，谈

不上“创作”。最近，他正在与一

位经纪人协商，希望能参加画展，

借此积累一些人脉资源，推广自

己的作品。然而，他也坦言，未来

很渺茫，他只是在为梦想“使劲地

撑着”。

与小王一样宁愿“漂”在北京

也不愿去其他地方就业的，还有

很多艺术类专业毕业生，他们要

面 对 来 自 社 会 和 家 庭 的 双 重 压

力。大部分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有

个稳定的职业，没有父母喜欢孩

子 从 事“ 吃 了 上 顿 没 下 顿”的 工

作 。 选 择“ 漂”在 大 城 市 的 毕 业

生，不 仅 需 要 鼓 足 勇 气、加 强 自

信，还要去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

的压力。有些人坚持一段时间后

看不到成效，也只能寻找相近行

业临时就业，或者干脆转行。

段海疆说，艺术类专业大学

生期望值过高，就业理念也存在

一些误区。比如，他们往往都不

愿意离开所在的大城市，都觉得

只 有 留 在 大 城 市 才 是 最 好 的 选

择。每年都有一些地方的艺术类

高校和院团来学校招聘学生，但

都招不满。

多渠道解决就业难题

采访中，教育专家建议，解决

艺术类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学

校除了要与市场接轨、合理调整

专业结构、优化专业设置外，还应

该从平时的教学实践环节着手，

加强学生职业技能的培训，提高

学生的专业技能；加强实习、实训

基地建设，为提高学生的创业能

力提供锻炼和训练的环境。

中国音乐学院原院长金铁霖

认为，北 京 的 文 化 院 团 虽 然 多，

但 远 远 无 法 满 足 日 益 庞 大 的 艺

术人才的就业需求。与此同时，

全 国 各 地 非 常 需 要 各 类 艺 术 人

才，尤其是边远地区十分缺乏艺

术 类 的 师 资 。 艺 术 类 专 业 大 学

生择业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是

因为我国劳动人事、户籍、住房、

医疗、保险等方面制度还不够完

善，劳 动 力 的 流 动 还 比 较 困 难，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毕 业 生 只 有 转 变

就 业 观 念 和 思 维 来 促 进 自 己 更

快地适应社会。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谭平表

示，中央美院毕业的学生，真正从

事艺术工作的只占少部分，大部

分毕业以后都从事其他专业的工

作，比 如 学 美 术 的 以 后 做 设 计。

应鼓励就业方式多元化和自主创

业，还应拓展就业渠道，鼓励学生

跨行就业。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4 月 8 日，天刚一擦黑，山东省

滕州市张汪镇大宗村的宗泽广场

就热闹起来了。虽然山东省京剧

院的演出 7 点半才开始，可村民们

早已占好了座位，有的人还直接

站在自己的三轮车上看。有几位

村民来晚了，干脆找来几张报纸，

铺在了舞台前面的地上。他们笑

呵呵地说：“这样就不担心被前面

的人挡住看戏了。”

“天天下来才好呢”

“全凭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

了锦绣江南鱼米乡。”当演员唱到

京剧《沙家浜》的这一选段时，观众

都鼓起掌来，并纷纷站起来叫好。

“干一天活累了，听说有唱戏

的就过来听听，放松放松。”刘大

哥住在大宗村的邻村辛集，他告

诉记者，自己平时就喜欢看戏，但

只是在电视上看。今天听说省京

剧院送戏下乡，就早早地吃完饭，

骑摩托车赶了过来。

当台上开始演出京剧《智取

威虎山》的选段时，场地角落里一

位老人跟着轻轻地哼唱起来，右

手还不时地打着节拍。老人叫宗

广泉，年轻时参加过村里的文艺

宣传队。“人这辈子得乐呵，整天

愁眉苦脸的可不行。”宗广泉说，

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听戏，有时

自己晚上看戏曲频道直到凌晨一

点，这次演出让他很开心。“演员

在眼前演，比在电视上看强多了，

而且这些演员都是专业的，听着

就是好。”

当记 者 问 他 希 不 希 望 院 团

经常下乡演出时，宗广泉眼睛一

瞪说：“这是什么话，天天下来才

好呢。”

“农村与院团的双赢举措”

在演出台旁的一间临时化妆

室里，记者 见 到 了 刚 刚 演 完《贵

妃醉酒》还没来得及卸妆的山东

省 京 剧 院 青 年 演 员 杨 洋 。 她 告

诉记者，在市区剧场演出与下乡

演出的感觉是不同的，在这里可

以更加近距离地与观众接触、交

流。“作为一名青年演员，应多下

乡 锻 炼。在服务群众的同时，这

也是促进自己成长的一种途径。

虽 然 这 里 条 件 不 如 城 市 里 的 剧

场，但那种为百姓唱戏的感觉非

常好。”

“农村的广阔天地有着我们

最为忠实和热情的观众，我们的

职业价值在这里获得了最大的体

现。专业院团送戏下乡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农民群众的关爱，也是

农村与院团的双赢举措，值得我

们长久做下去。”山东省京剧院院

长郑少华认为，文化艺术向来都

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

中国有 8 亿农民。“作为专业艺术

院团，更应该把广大农民朋友视

为重点服务对象，满足乡亲们的

需求，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送

到农村来。”

“现在农村老百姓的文化生

活还是过于单一，那些高层次的

院团下来演出的水平都很高，而

我们自己搞的话，由于缺乏这方

面的人才，水平、能力等都达不到

要求，丰富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的目的也就不能完全达到。”大宗

村党支部书记宗成乐说，现在农

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了，如何

提升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他

建议，政府多组织一些院团下乡

演出，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 活，同 时 派 文 化 干 部 下 乡、驻

村，帮助指导村里编排一些更加

富有教育意义、艺术层次更高的

文艺节目。

山东今年将送戏1万场

这场演出，也是山东省 2012

年全省为农村（社区）免费送戏 1

万场活动启动仪式暨文艺演出的

开幕大戏。为全省农村（社区）群

众免费送戏 1 万场是 2012 年山东

省“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12 件实

事的重要举措之一。

“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是文化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希望

借助送戏下乡这一形式，将今年

文化惠民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陈鹏介

绍，山东省各级文艺院团将以举

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为契机，努

力 贴 近 生 活、贴 近 实 际、贴 近 群

众，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奉

献给广大人民群众。

陈鹏介绍：“下一步，我们将

使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常态

化，加之定期举办乡镇综合文化

站站长培训等活动，帮助农民群

众提升文化层次和水平，使老百

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据了解，在送戏 1 万场活动

中，山东省直艺术院团将送戏 144

场，市级艺术院团将送戏 2112 场，

县级艺术院团将送戏 4320 场，社

会其他各类文艺演出单位将送戏

3500 场。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化厅党组书记徐向红表示，此

次 送 戏 下 乡 演 出 活 动 将 通 过 政

府采购、项 目 补 贴、定 向 资 助 等

多 种 形 式 ，鼓 励 各 类 文 艺 演 出

团 体 积 极 承 担 演 出 任 务，使 广

大 基 层 群 众 特 别 是 农 民 群 众 能

够 真 正 享 受 到 文 化 发 展 的 最 新

成果，使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

到有效保障。

近日在江苏无锡举行的第

七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

我国出现的“申遗热”成为热点

文化话题。迄今，我国已有 41 项

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列世

界第三位。

“申遗热”出现的重要原因

是文化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后，其品牌文化效应可以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世界上很多保

留传统风貌的城市都是旅游者

的首选地；即使是一些欠发达国

家和地区，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

也能吸引大量的游客。

但是，现如今在对待文化遗

产方面，不少地方越发表现出急

功近利的态度。一方面，在城市

化的快速 发 展 中，由 于 缺 乏 保

护意识和对文化的敬畏，一些

地 方 的 一 些 历 史 文 化 核 心 地

段、历史街区等在基础建设中

受到了很大威胁，甚至很多历

史文化名街在城市改造、危旧

房改造中被拆毁，失去了其历

史文化价值和遗产价值。另一

方面，当今许多地方在 GDP 崇

拜下，不惜花巨资大兴土木、大

造“假古董”和“假文物”的现象

越 发 严 重，出 现 了毁古、“真文

物遭殃”而“假古董吃香”的畸形

文化现象。

更糟糕的是很多古村古镇

正在迁走原住民，然后大举招

商，一个个被改造成商铺、旅店、

农家乐、茶社、咖啡屋混成一团

的“ 游客天堂”。在这样的“ 天

堂”里，连一间见证历史的博物

馆也没有，导游讲的是编造的民

间故事。至于名人故居，大多是

找来一些不相干的红木家具、老

瓶老壶、三流字画，不伦不类地

摆一摆。

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

内涵，只留下躯壳，被滥加改造；

一边却是荒诞不经和无中生有

的伪造。经过这样的粗鄙化的

“打造”“改造”，在人们眼里，古

村古镇就会变得无非是一些年

久失修的老房子，名人故居不过

是几间老屋子。历史和文化没

有了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

至基本的美感，那又从哪里感知

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珍贵财富，它们并不是为了

让我们尽快发家致富而倒腾家

底去变卖用的。遗产地不应只

看重赚了多少钱，更应保护好遗

产地的“灵魂”，从道德、情感层

面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世界遗产

保护事业。文化遗产需要保护，

需要我们发现并重新认识其价

值—— 这 种 价 值，是 文 化 的 价

值，而不仅仅是经济的价值。

本报讯 （记者宾阳 通讯员

谢中国）2012 年中国·隆安“那”文

化旅游节暨“四月八”农具节将于

4 月 26 日至 5 月 3 日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隆安县举行，其间将主要安

排“那”文化论坛、山水旅游节、书

画摄影民俗作品展等 12 项活动。

届时，广西壮侗语民族地区千百

年来稻作生产引发出来的社会生

活、民俗事象的“那”文化传统将

得到全面展示。

壮 侗 语 民 族 把 水 稻 田 叫 做

“那”，“那”文化就是稻作文化。“那”

文化圈范围包括我国的广西、广东、

海南、云南以及越南北部和老挝、

缅甸、泰国等，这些区域的民族共

同起源于古代百越民族中的西瓯

和骆越，有悠久的稻作文化历史

和独特的稻作文化习俗。

据介绍，作为壮族稻作文化

发祥地之一的广西隆安县，近年

来相继出土了大石铲、牙章、遗骨

等文物，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原

始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 四月

八”农具节原名浴佛节，形成于明

朝万历、天启年间，距今已有 300

多 年 历 史 ，是 大 石 铲 祭 祀 的 传

承。古代骆越人在水稻插秧农事

活动结束后，要举行洗梨耙收存

的祭祀仪式，祈求农业祖神赐予

丰收，后来就演变成了过农具节

的习俗。

据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

谢寿球介绍，隆安素有“蝶城”之

称 ，壮 族 人 口 约 占 全 县 人 口 的

95%。远在新石器时代，隆安壮族

先民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

水稻生产。隆安大龙潭大石铲文

化区现拥有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先

进的稻作工具。目前，当地的“那

桐农具节”正在申报进入国家级

非遗名录。

本报讯 （驻北京记者丁杨）

4月 12 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

新闻 出 版 局 联 合 主 办 的 第 二 届

北 京 阅 读 季 在 该 市 的 大 兴 剧 院

启动。

据介绍，主题为“弘扬北京精

神、共享全民阅读”的第二届北京

阅读季将从 4 月持续至 6 月。活

动期间，主办方将推出大众有奖

荐书活动、“我的阅读我做主”青

少年评书荐书活动、弘扬“北京精

神”大型读书主题活动及北京市

“书香家庭”评选等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主题读书活动，丰富首都人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北京

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等知名书

店还将设立精品读书展销会场，

邀请知名作家签名售书。

作为本届北京阅读季的重要

组成活动之一，“书香新区”大兴

区首届读书节也于阅读季开幕当

天拉开帷幕。

第 二 届 北 京 阅 读 季 启 动四川举办系列群文活动
本报讯 （驻四川记者梁娜）

管弦乐、女高音独唱、配乐朗诵、

舞蹈表演……4月11日，一台以“感

恩奋进 和谐之声”为主题的大型

交响音舞诗画在四川省成都市上

演，拉开了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和四

川省文化厅主办的“奋进四川、辉

煌巨变——迎接四川省第十次党

代会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的大幕。

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侯雄飞介绍，此次系列活动将持

续至 5 月，突出四川省九次党代会

以来全省发展、建设的突出成就

和特色亮点，重点通过“歌声飞出

彝家新寨”“藏羌儿女感恩奋进迎

盛世”和“9+3”托起飞翔的梦想、

北川感恩文化节等 13 项活动，引

领全省基层单位开展文艺表演、

诗歌朗诵、美术书法摄影展览等

100 余场城乡群众文化活动。

坦桑尼亚专家考察鄂尔多斯恐龙遗址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

得尔图 通讯员秦旭光）4 月 8 日

至 10 日，以坦桑尼亚自然资源和

旅游部博 物 馆 与 文 化 古 迹 司 司

长保罗·姆塞姆瓦博士为团长的

坦桑尼亚旅游文化考察团，对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鄂 尔 多 斯 市 鄂 托 克

旗地质公园查布恐龙足迹进行了

考察。

据悉，坦桑尼亚将借鉴查布

恐龙遗址发掘、保护的经验，对其

位于阿鲁沙的世界遗产地恩戈罗

恩戈保护区内的利特里足迹遗址

进行发掘。坦桑尼亚专家在对查

布恐龙 6、8、9 号遗址进行重点考

察后，与中方人员就遗址的历史、

地质、地貌和管理、保护等作了深

入的探讨和交流。

4 月 15 日，由北京市顺义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委等主办的顺义区

“五月的鲜花”群众文化活动启动仪式暨“旺泉之声”大型演唱会在

该区卧龙公园举行。活动期间将开展“天竺杯”合唱邀请赛，书法、

美术、曲艺原创少儿文艺作品征集等多项活动。图为启动仪式上的

舞蹈《走在山水间》。 本报驻北京记者 丁 杨 李 雪 摄

“15分钟文化圈”圈出幸福马鞍山
（上接第一版）

给留守儿童以文化
关爱

作为民生工程的当涂县太白

镇综合文化站是安徽省面积最大

的乡镇综合文化站，2011 年 2 月

基本建成，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

总投入1400万元，可为周边5万多

居民提供一流的文化服务。在这

里，除了其他文化站都有的书画

室、图书室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

地方——留守儿童活动室。布置

温馨的活动室里有将近 5000 册图

书，对于镇里的留守儿童来说，这

里是他们周末的好去处。太白镇

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不只体现在这

一个地方，镇里的每个学校都设有

留守儿童活动室，像龙山桥中学投

资 20 万元建起了留守儿童活动室，

留守儿童放学后可以留下来学习

音乐、美术等，有老师辅导功课。

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王立飞对

镇上每个留守儿童的情况都很熟

悉，她说很多留守儿童不太喜欢

与人交流，这些活动室对于孩子

的性格养成很有好处。同时，她

们还组织爱心妈妈关心留守儿童

生活，爱心妈妈同留守儿童结对

后，每月定期以电话、书信等形

式，与孩子和临时监护人联系，指

导孩子给父母写信或通话，并时

常去看望留守儿童。“通过互动，

爱心妈妈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生

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留守儿

童意识到在父母之外，自己还得

到另一种关爱。”王立飞说。

寻求“深水区”新突破
（上接第一版）

文化“软实力”如何
更上一层楼

展望“十二五”，在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在全国乃至

全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

中，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核心

竞争力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

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

文化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除了体现

在产业增加值对 GDP 的贡献率

上，更重要的是实现文化惠民和

文化强国的大战略。

多位文化界领军人物表示，

深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企事业

单位活力，目的是要生产更多贴

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

高品质文化产品，满足广大人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这既需

要国家政策扶持，也需要建立有

利于文化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

的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文化创

新的良好环境。一些业内人士期

待，“十二五”期间能够建立更加

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文化

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财政政策

研究基地主任傅才武教授分析，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需恰当处理

好公益性与商业性、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文化领域

的改革已触及深层结构，如与经

营制度相对应的产权结构改革、

与人事和福利制度相对应的权威

性资源配置方式改革、与政府管

理职能体系相对应的领导管理结

构改革，将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的核心内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

大学校长张杰说，从更为宏观的

视野看，文化体制改革要向纵深

推进，需要教育、科技等领域的积

极配合，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大工

程。文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关

乎民族与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

改革本身也要实现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在寻求下一轮的突围

时，改革还需依靠“教、科、文”协

同合作的顶层设计，达到提高全

民族文明素质，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目标。

（新华社上海 4 月 1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