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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水余波

文化简讯

三湘基层行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 黎鑫）

3 月 21 日至 4 月 8 日，“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进行了表述语“4 选

1”公 众 投 票 ，社 会 各 界 共 有

8217167 人次参与了投票。

其中，表述语“心忧天下、厚德致

远、脚踏实地、敢为人先”投票总数为

4259925人次，占51.84%；“赤诚、坚

韧、务实、创新”投票总数为1649363

人次，占20.07%；“爱国奉献、尚德重

智、勤劳务实、创新图强”投票总数为

841600人次，占10.24%；“重大义、勇

担当、敢争先、乐奉献”投票总数为

1466279人次，占17.85%。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志

初表示，下一步，征集提炼活动办

公室将引导好社会大众参与“湖

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的积极性，

进一步凝聚共识；并将召开一系

列各界别、各类型、各层次、各地

域的座谈会，进行专门提炼；同

时，还将做好征集提炼活动的回

眸与综述报道，回答社会大众有

疑惑、关注度高的问题。待“湖南

精神”表述语正式确定公布后，活

动办还将把征集提炼活动迅速过

渡到宣传弘扬阶段，通过新闻宣

传、专家解读、巡回主题宣讲及评

选践行“湖南精神”杰出人物等多

种方式，对“湖南精神”进行解读、

宣传、弘扬，让“湖南精神”不断深

入人心。

“湖南精神”表述语完成“4选1”投票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茶产业发展研

究中心、欧盟—中国交流协会等

联合主办的纪念伊台斯商队出使

中国 320 周年暨“重走茶叶之路”

大型系列活动将于今年 7 月举行，

届时将有驮着湖南黑茶的 120 峰

骆驼组成的大型驼队从湖南省长

沙市出发，踏上茶叶之路。

据悉，“重走茶叶之路”大型系

列活动计划历时两年，将在湖南举

行大型启动仪式，国内活动将于

2012 年底结束，同时将启动恰克

图、莫斯科和巴黎的相关活动。

活动期间，将举办茶叶之路论坛、

茶 叶 之 路 摄 影 大 赛 以 及 中 国 茶

业发展基金义卖、义拍等活动。

活动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胡明方介绍说，本次活动旨在提

升中国茶叶的整体国际知名度，

打造中蒙俄“茶叶之路”旅游、贸

易、文化交流平台，使国际社会重

新认识中国茶叶和茶文化。

1689 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

约》，确 定 两 国 茶 叶 贸 易 往 来 。

1692 年，俄罗斯向中国派出的第

一支商队从莫斯科出发，即历史

上著名的伊台斯商队。1693 年，

当伊台斯的商队出现在北京时，

轰动了整个京城。后来，在中国

的版图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因茶

叶 贸 易 而 兴 起 的 延 绵 万 里 的 茶

叶 之 路 。 这 条 茶 叶 之 路 始 于 湖

南，经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北

京、内蒙古、蒙古乌兰巴托至俄

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恰克图市，

终 点 抵 达 莫 斯 科 及 圣 彼 得 堡 。

茶叶之路历时 300 余年，曾在东

西方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极大

地促进了亚欧大陆腹地的文化交

流与整合。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是中华茶祖文化的发祥地。

“十二五”期间，湖南省计划做强一

批茶叶龙头企业、做大一批茶叶品

牌、培育一支茶业湘军，实现湘茶

综合总产值突破 500 亿元。重走

“茶叶之路”活动从湖南启程，有望

加大湖南茶业尤其是黑茶的出口

贸易。

黑茶驼队将重走“茶叶之路”

4 月 7 日，湘鄂赣边界演艺联盟在湖南省岳阳市成立，该联盟将秉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推广

本土文化，发展群众文化，加强演出团体的合作，不断创新，推出新型文化产品，引进外界文化，共同培育湘

鄂赣地区文化演艺消费市场，促进湘鄂赣地区文化演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当晚，还上演了精彩的魔术歌舞

晚会。图为晚会上的舞蹈《俏花旦》。 江科庆 摄

免费开放 服务随行
——湖南省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纪实

本报驻湖南记者 黎 鑫

刘冬冬一家和他们的花鼓戏剧团
本报驻湖南记者 黎 鑫 通讯员 罗理力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 是 高 尔 基 的 名 言 。 话 虽 不

错，要真正让书籍成为人类进

步的阶梯，实属不易。

去年初，文化部、财政部出

台《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

工作的意见》，这是继 2008 年博

物馆、纪念馆实现全面免费开

放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提高

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

学文化素质，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的基本权益，让广大人民群

众共享文化建设发展成果，促

进 社 会 和 谐 稳 定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在免费开放的新形势下，

如何找准定位，开拓创新，为文

化强省建设做贡献，成为湖南

公 共 文 化 建 设 面 临 的 重 大 课

题。就一年来免费开放的成绩

来看，应该说，湖南公共图书馆

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

制创新，优化组织结构，改进内

部管理，创新服务方式，提高运

营效率，是中央关于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湖南公

共图书馆据此探索出了一系列

惠民便民的新举措，在实现均

等普惠的公共服务基础上，逐

步增设多样化服务，重点增加

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民工等

特殊人群的对象化服务，并在

延伸服务触角、让读者全面受

益 方 面 做 了 很 多 有 价 值 的 努

力，确实难能可贵。

文化惠民是大势所趋，文

化富民、文化强省更是我们热

切企盼的目标。公共图书馆如

何再上一层楼，为经济发展、社

会繁荣做好进步的阶梯，任重

而道远，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有
价
值
的
努
力

斯
为
盛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4月12日，由湖南一片红书画艺术

研究院、湖南省毛体书法研究会

联合多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 70 周年全国书画大赛”

评奖活动在长沙市博物馆举行。

经 过 来 自 湖 南 省 书 法 家 协

会、省毛体书法研究会、省画院等

单位的多名评委现场评审，最后

评选出大赛最高奖 3 名，其中书法

类特等奖2名，绘画类特等奖1名。

本次大赛旨在缅怀毛泽东同

志的丰功伟绩，展示毛泽东诗词

及中国书画的艺术魅力。自今年

2 月启动以来，大赛共收到来自

全国各地及其他国家的 7500 位书

画爱好者创作的 1 万多件作品，参

赛者中年龄最大的 96 岁，最小的

仅 4 岁。

2011 年 11 月 4 日，长沙市民排队参加由长沙市图书馆举办的“你

的 Book 我买单”活动。 张 军 摄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70周年书画大赛评奖揭晓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近日 ，湘 籍 画 家 刘 云 、王 金 石 、

旷小津、魏怀亮、胡立伟、石纲、

李 亚 辉 和 周 华 平 正 在 湖 南 省

展 览 馆 3 楼 展 厅 里 加 紧 创 作

宽 7.3 米、高 3 米的国画《衡岳松

云图》。

据悉，这幅画作是应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之邀创作的，创

作完成后，将悬挂在全国人大常

委会楼内。刘云告诉记者，去年

11 月接到邀请后，他召集创作人

员去南岳衡山写生一周，其后完

成了第一稿，在获得了有关人员

对第一稿的反馈意见后，目前他

们正在抓紧创作。“预计将在 4 月

30 日完稿。”刘云说。

据了解，去年 9 月，这 8 名画

家曾合作完成了随“神八”遨游太

空的国画《锦绣潇湘图卷》。

8位湘籍画家联手绘《衡岳松云图》

4 月 6 日至 7 日，湖南省公共

图书馆馆长会议在长沙召开。会

议 探 讨 了 在 免 费 开 放 的 新 形 势

下，公共图书馆如何找准定位，开

拓创新，为文化强省建设做贡献

的有关问题。

2011 年 2 月 18 日，财政部、文

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国

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一年多

来，湖南省公共图书馆以免费开放

为契机，以保障群众的基本文化权

益为己任，探索出了一系列惠民便

民的新举措。

扩大服务范围
共享文化资源

3 月 31 日下午 5 时，在湖南图

书馆古籍阅览室内，退休老人周

铁强正专心地研读一本古籍。借

着放大镜看书的他，完全忘记了

图书馆闭馆的时间。湖南图书馆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 2011 年 7

月 1 日湖南图书馆对外开放馆藏

的所有古旧文献后，古籍阅览室

内像周铁强一样爱好古文献的读

者与日俱增。

湖 南 图 书 馆 本 着“ 开 放 、共

享、平等、公益”的服务理念，除了

对文献资源借阅、检索与咨询、公

益性讲座和展览、流动服务等基

本文化服务项目实行免费外，还

将 免 费 开 放 的 范 围 延 伸 至 馆 藏

的 近 80 万（件 、幅）珍 贵 古 旧 文

献 ，真 正 做 到 了 零 门 槛 、无 障

碍。“ 以 前 我 们 很 少 有 机 会 阅 读

到湖南图书馆内的古文献，现在

方 便 多 了。”长 沙 某 高 校 大 三 学

生 小 祝 高 兴 地 说 。 自 实 施 免 费

开放至今年 3 月，湖南图书馆新

办 借 阅 证 20649 张，较 上 年 同 期

增长 71.83%。古籍阅览室读者人

数同比增长 121%，古文献借阅次

数同比增长 183%。

2011 年 10 月 1 日，岳阳市平

江县图书馆步入“免费时代”。馆

内所有的公共空间、设施和服务

项目实现免费开放。半年来，这

项惠民措施得到了革命老区人民

的充分肯定。据平江县文广新局

的相关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平江

县图书馆免费开放后办理借阅证

的读者数量同比增长 120%。

平江县图书馆的相关人员表

示，下一步，他们将在做好免费开

放工作之余，走出图书馆，开展送

书下乡、为农家书屋提供技术支

持等延伸服务，不断拓展图书馆

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将文化惠民

落到实处。

创新服务方式
激发借阅热情

4 月 7 日，长沙某小学学生罗

典在湖南图书馆尝了一回自助借

书的“新鲜”。他没有通过借阅处

的工作人员，而是将自己选好的

书放在一台自助终端机上完成了

借书过程。

据湖南图书馆宣传推广室工

作人员喻乐介绍，经过一年的调

研、策划与筹建，湖南图书馆 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已进入调试阶段。

自助图书馆配置了自助办证机与

自助借还机，可为读者提供全天

24 小时的办证与借阅服务。罗典

“尝鲜”的机器正是自助借还机。

湖南图书馆馆长张勇表示，

自助图书馆的投入使用，将从空

间、时间的角度拉近与读者的距

离，彻底改变传统的借阅服务模

式，延伸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为更

多读者提供借阅便利。

接待读者人次增长 167%，书

刊外借量翻了一番。这是自 2011

年 8 月 20 日免费开放以来，长沙

市图书馆相比同期取得的成就。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长沙市图书

馆创新服务方式密不可分。

继 2011 年 11 月 成 功 举 办 首

次“你的 Book 我买单”活动后，今

年 3 月 17 日至 18 日，长沙市图书

馆在湖南省新华书店再次举办了

该活动。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

认可，他们纷纷表示：“活动既能

让图书馆了解读者的阅读意向，

又能使读者获得想看的书，对双

方都有好处。”

长沙市图书馆的相关人员介

绍 ，“ 你 的 Book 我 买 单 ”活 动 期

间，所有市民均可在省新华书店

选购自己最想读、最想看的书，只

要符合长沙市图书馆的采选原则

和馆藏范围，并且单本不超过 100

元，总定价不超过 150 元，就会有

长沙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现场买

单。然后，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件

免费办理借阅证，就可以将自己

喜爱的图书带回家。

“活动的成功举办促进了长

沙市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交流，

让更多的读者在第一时间借到自

己喜爱的图书，激发了市民的阅

读热情，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年轻

读者走进图书馆。”长沙市图书馆

馆长王自洋说。

延伸服务触角
让读者全面受益

棕 编 是 长 沙 的 工 艺 三 绝 之

一。3 月 21 日，在湖南省少年儿童

图书馆举办的“个性手工坊——

我和大师学手艺之棕编技艺”活

动现场，棕编老艺人黎启为慕名

前来的 50 多个家庭变换着指尖的

魔术。当一件件栩栩如生的作品

被当做礼物送给孩子们时，人群

中引起了阵阵欢呼声。

据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副

馆长邓镰介绍，近年来，湖南省少

年儿童图书馆以关心少儿健康发

展为己任，开展了一系列意义深远

的文化活动，其中，“全省少年儿童

读书活动”“青少年知识讲坛”“书

香校园”“红领巾爱心书市”等活动

已形成了长效机制，并有了成熟的

组织方案和运作模式，成为深受全

省少儿欢迎的品牌活动。“开展读

书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群走进

图书馆，他们在感受活动乐趣的同

时，也享受了文化。”邓镰说。

早在《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

放工作的意见》下发之前，岳阳市

图书馆便早已实现了免费开放。

据岳阳市文广新局工作人员孟日

清介绍，从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始，

岳阳市图书馆便对图书外借处、

现刊过刊阅览室、少儿阅览室、电

子阅览室、信息查询服务窗口实行

了全免费开放。2009 年岳阳市图

书馆共发放借书证 2000 余个，比

2008 年增长了约 60%；2010 年，该

馆发放的借书证达到2600余个。

“我们一直重视相关配套活

动的举办，不仅能吸引读者，更能

让读者从活动中受益。”岳阳市图

书馆工作人员表示。据他介绍，

2010 年，岳阳市图书馆共举办各

类展览、报告会、讲座 20 余次，内

容涉及历史教育、阅读指导、理财

指南、消防教育、疾病防治、就业

指导等，吸引了广大市民积极参

与，取得了良好效果。

4 月 5 日，湖南省隆回县桃洪

镇白里村的王祖健老人迎来了 80

岁寿辰。为给老人贺寿，家人特

意请来了远近闻名的“冬冬花鼓

戏剧团”前来演出。下午 2 时，演

出还未开始，几百位父老乡亲早

已把临时搭建的舞台围了个水泄

不通，大家都在翘首期待精彩的

花鼓戏表演。“我最喜欢看冬冬花

鼓戏剧团的演出了,他们可有名气

了。”一位挤在舞台前排的村民兴

奋地告诉记者。

成立于 2008 年 的 冬 冬 花 鼓

戏 剧 团 虽 然 只 有 10 名 演 职 人

员，但 在 团 长 刘 冬 冬 的 带 领 下，

他 们 的 足 迹 遍 布 邵 阳 市 及 周 边

县城，成为深受当地百姓追捧的

明星剧团。

花鼓戏促成美满姻缘

今年 35 岁的刘冬冬是隆回县

地地道道的农民，她对花鼓戏的

情 愫 缘 于 1996 年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当时不到 20 岁的刘冬冬和家

人一起，到隔壁村观看由当地民

间 剧 团 演 出 的 花 鼓 戏《赶 子 牧

羊》，“台柱子”周顶成完美的演绎

深深打动了这位年轻的姑娘，二

人的恋情由此展开。几年后，刘

冬冬与周顶成结为夫妻。

婚后，夫唱妇随，刘冬冬主动

跟随丈夫学习花鼓戏。“那时候我

对花鼓戏一窍不通。”刘冬冬说，

在学戏期间，她和丈夫曾奔波于

多家民间演艺团体，参加过大小

演出 200 余场。随着夫妻二人在

台上配合得越来越默契，邀请他

们演出的文艺团体和观众不断增

多，夫妻俩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那几年到处跑场有苦也有

乐。”刘冬冬说。在洞口县山门镇

的一次演出令刘冬冬至今记忆犹

新，村寨中有两户人家同时办喜

事，都想邀请刘冬冬夫妇唱戏，他

们竞相出高价争取。“有一户人家

还 提 前 跑 到 我 们 家 搬 演 出 道 具

呢！”刘冬冬说。无奈之下，刘冬

冬只好劝解两户人家，并承诺为

两家分别演出。“尽管我们在同一

个村寨演了两场，演出的内容大

同小异，可观众仍然不愿落下任

何一场，直至两场演出都结束才

离开。”刘冬冬说。

或许与遗传因素有关，或是

因为耳濡目染，刘冬冬和周顶成

的女儿周佳宝在 5 岁时就能和父

母合唱《刘海砍樵》、《天仙配》等

戏曲选段。如今小佳宝每次出现

在舞台上，都会引起轰动。“我觉

得只要唱出水平，花鼓戏就一定

能得到热捧。”周顶成说。

自筹资金办剧团

2008 年，在经历了近 18 年的

“走穴”生涯后，刘冬冬夫妇萌发

了创办花鼓戏剧团的想法。2009

年，夫妻俩拿出全部积蓄 5 万余元

购买了音响、灯光、锣鼓、服装等

设备，并招募了同县的 6 名爱好文

艺的年轻人，成立了隆回“冬冬花

鼓戏剧团”，刘冬冬的家则成了剧

团的办公地址。

剧团成立后，刘冬冬夫妇既

当演员又当师傅，带领年轻人自

编自演现代花鼓戏，并把孝敬父

母、破除迷信、禁止赌博、计划生

育等内容贯穿到表演中，为群众

送去健康丰富的文化娱乐。

为不断满足演出的需要，目

前 隆 回 冬 冬 花 鼓 戏 剧 团 的 演 员

由起初的 6 人增至 10 人，他们多

半 是 村 里 的 农 民。“ 我 们 最 大 的

愿 望 就 是 将 花 鼓 戏 发 扬 光 大。”

刘冬冬说。她认为，花鼓戏是百

姓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有着深

厚 的 群 众 基 础，因 此，花 鼓 戏 永

远不会消失。目前，剧团正准备

扩大演出阵容、增添服装道具，力

争打造成为隆回县最大的花鼓戏

剧团。

未来路有点迷茫

刘冬冬说：“目前我们每月的演

出有近 20 场，出场费一般在 1800

元至 2000 元之间，剧团一个月的

收入近 4 万元。”但看似可观的收

入，除去演员的工资和剧团的日

常开支等，剩下的不足 6000 元。

谈及剧团今后的出路，刘冬

冬也有点迷茫。“现在我们只希望

多演出、多赚钱，今后的事走一步

看一步。”她认为，目前政府对于

民 间 文 化 团 体 的 扶 持 力 度 仍 然

不 足。“我们剧团成立至今，还从

未 得 到 政 府 的 任 何 支 持。”刘 冬

冬说。

“ 我 们 曾 经 有 过 去 省 花 鼓

戏 剧 院 等 专 业 院 团 学 习 交 流 的

想 法 ，但 是 由 于 经 费 原 因 只 能

作罢。”刘冬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