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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化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 玲

5 月 7 日，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非遗中心的民俗专家到播阳镇寨什村与老艺人姚炳武就加强侗

族琵琶歌的保护与传承进行座谈。侗族琵琶歌是侗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2006 年被列入湖南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寨什村的侗族琵琶歌是由三弦小琵琶配乐、男女假嗓高音对唱的一种极具地方特

色的民间文化艺术，深受侗族人民的喜爱。 粟定远 摄

本报讯 5 月 8 日，湖南省政

协主席胡彪在益阳市调研基层公

益文化事业发展时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力发

展基层公益文化事业，不断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文

化权益。

“发展基层公益文化事业”是

湖 南 省 政 协 今 年 的 重 点 调 研 课

题。在益阳，胡彪调研了湖南艾

华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企 业 文 化 建

设、赫山区南站社区的社区文化

以 及 赫 山 区 新 市 渡 镇 养 民 山 村

的“文化强村”建设等。他强调，

要大力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加

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加大投入

力度，完善公共财政对基层公益

文化事业的投入机制，为基层公

益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李 勇）

省政协领导调研益阳基层公益文化事业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通讯员邓姝琳）5 月 7 日晚，湖南

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展

演剧场内座无虚席，由该中心排

演的大型皮影童话剧《狼孩》正在

进行汇报演出。湖南省文化厅党

组书记、厅长周用金等领导观看

了演出。

据了解，《狼孩》原是一部人

偶 同 台 表 演 的 皮 影 童 话 剧 ，自

2008 年创作完成以来在全国各地

演出 200 多场，先后荣获多个奖

项。为参加第 21 届国际木偶节，

此次湖南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将《狼孩》改编为时长 70 分

钟的八幕大型皮影童话剧。

新改编的《狼孩》在继承传统

皮影艺术的基础上，对舞台设计、

表演形式、表现手法等进行了创

新。采用三幕架、多维视角的舞

台表现空间，融入时尚艺术元素

和新科技，打破了传统皮影平面

透视的舞台空间，创造出一个新

颖的视听审美空间；屏幕上生动

的皮影形象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

该剧将于5月底赴成都参加第

21届国际木偶节。届时，将有国内

外 120 多支木偶皮影剧团、1500 余

名演职人员同台参加表演。

皮影童话剧《狼孩》在长沙汇报演出

本报讯 （通 讯 员 殷 军 德）

5 月 9 日，由长沙市委、市政府主

办，长沙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承

办的“雷锋家乡学雷锋”先进事迹

首场巡回报告会在长沙举行。长

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剑飞出席

并讲话。

会上，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张湘涛对活动做了部署，10

名报告团成员接受了聘书，8 名同

志分别做了关于国防科技大学自

主创新团队、长沙市电业局“雷锋

电力服务队”等的先进事迹报告。

该报告会是长沙市深入开展

“争当雷锋精神传人、弘扬社会文

明新风”活动，掀起学雷锋活动新

高潮和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导作

用的具体举措。

“雷锋家乡学雷锋”首场巡回报告会举行

唱 走 人 生 路
———记湘籍词作家邝厚勤—记湘籍词作家邝厚勤

思 渝

词作家邝厚勤

“湖南精神”切勿贪大求全
斯为盛

湘水余波

潇湘镜像

文化简讯 三湘文化人

5 月 9 日，由湖南省音乐家协

会、湖南省音协音乐文学委员会

主办的“ 人生唱着走——邝厚勤

歌词作品研讨会”在长沙召开，与

会的 40 多位省内外音乐艺术家就

邝厚勤歌词作品的价值取向、创作

风格、表现手法和审美探求等进行

了深入分析。这是湖南省音乐家

协会首次为歌词作家的作品举办

研讨会。

邝厚勤，湖南省宜章县人，现

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湖南省音协音乐文学委员会副会

长。他曾两次荣获原广电部“广播

新歌”奖，7 次摘取湖南省“五个一

工 程”奖，迄 今 已 发 表 歌 词 作 品

1000 余首，《堆沙堆》等 3 首歌词还

获得了文化部群星奖。

耕耘词坛三十载

“九嶷山歌堆成山/九嶷山歌

流成河/古时唱南风/今世唱祥和/

古 风今韵歌相连/唱着盛世太平

歌……”这是今年 3 月邝厚勤游览

九嶷山后创作的《九嶷山行吟》4首

歌词中的一段。30多年来，邝厚勤

走到哪儿都不忘用歌词记录下自

己的所见所感。

采访中，邝厚勤回忆起了30多

年前他邂逅歌词创作的那个美丽

开始。1981年，从湖南师范大学中

文系毕业后，邝厚勤被分配到衡阳

市向阳机械厂子弟中学做语文教

师。这期间，在时任衡阳市戏工室

主任刘文恒的指导下，他创作了第

一首儿童歌词《三只猫》，参加省辖

五市少儿文艺汇演，获得了一等

奖。荣誉为邝厚勤带来了喜悦和感

动，从此他踏上了歌词创作之路。

邝厚勤当过老师，做过校长，

还曾任基层文化局长，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他从未停下歌词创

作的脚步。作为非职业词作家，

邝厚勤的创作生活与职业词作家

有 许 多 不 同。“ 我 把 别 人 用 来 喝

茶、聊天的时间都用来创作歌词

了。”邝厚勤告诉记者，每天晚上

看完新闻后，他便开始阅读和写

作，“我大部分的歌词都是在晚上

九十点钟以后创作的。有时候灵

感来了，无论时间多晚，天气多冷，

都 会 爬 起 来 把 想 起 的 歌 词 记 下

来。”邝厚勤说。

为提升创作水平，邝厚勤研究

了大量名家诗词及优秀歌词作品，

还广泛阅读文学、哲学和历史名

著，从中汲取营养。上世纪 80 年

代初，图书馆中歌词集类的资料

很少，邝厚勤曾手抄了汇集田汉

等近当代名家 200 多首歌词的手

抄本……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参

观、采风、游览等方式接触自然和

社会，为歌词创作积累素材。邝

厚勤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创作

的歌词以生活的真为骨，以艺术

的美为神。

三十年如一日耕耘于词坛，尽

管是业余创作，但邝厚勤始终坚持

以专业精神要求自己，如今已硕果

累累，众多作曲家评价邝厚勤的歌

词作品语言美，且易入乐、好谱曲。

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研讨会上，艺术家们普遍认

为，邝厚勤歌词作品一个难能可贵

的优点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身

边发现美、挖掘美、提炼美。邝厚勤

说：“生活是歌词创作的源头活水，

是歌词创作淘之不尽的富矿，贴近

生活是永不过时的创作之路。”

1995 年 6 月 的 一 天，吃 过 午

饭，邝厚勤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看

起了报纸，《人民日报》上一幅反映

金秋图景的国画深深吸引了他。

他联想起生活中所见的少数民族

地区金秋收获季节的美景，便提笔

写下“瑶家对秋怀有火辣辣的爱/

爱把金秋晾在太阳底下晒”，随后

不到10分钟，一首《晒秋》就创作完

成了。“《晒秋》是我自己比较满意

的一首歌词，由宋祖英首唱，它的

创作就是来源于生活积淀。”邝厚

勤说。

据他介绍，《堆沙堆》的创作灵

感也是来自生活。一个周末的下

午，他带着女儿和两个侄子到湘江

岸边的沙滩玩耍。一来到沙滩上，

孩子们便撇下大人尽兴地玩起了

堆沙堆，见此情景，他灵感突现，拿

出随身带的纸和笔，蹲在沙滩上，

用膝盖当桌，写下了“星期天来到

小河边/沙滩上玩起堆沙堆/堆一

座长城卧长龙/堆一座泰山树丰

碑/堆一道黄河飞珠玉/堆一条长

江流翡翠”。

上世纪80年代，邝厚勤在学校

任职，当时的创作主要局限在少

儿 歌 词，随 着 生 活 视 野 的 扩 大，

他手中的笔更多地歌颂祖国日新

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的美好生活。

这些歌词经过与乐曲结成“秦晋

之好”，有的再加上舞蹈的烘托，唱

遍了大江南北的厂矿、学校和山

村。其中有他抒发爱国之情的，

“既然我是一块方砖/就要砌进巍

峨的大厦/既然我是一铲焦煤/就

要化作炉中的火花……”；有他描

绘故乡的，“难忘村旁那清亮的小

溪/流淌着我童年的欢畅/难忘屋

后那滴翠的山岗/生长着我绿色

的向往……”等。

以词作挑起社会责任

2004 年 4 月，衡阳市公安局邀

请邝厚勤和作曲家陈经荣共同创

作禁毒宣传歌曲，参加公安部当年

6月举办的全国首届禁毒宣传文艺

汇演。“动笔前，我与陈经荣一起来

到了衡阳市禁毒看守所，看到了监

房内一张张被毒品折磨得痛苦不

堪的脸。虽然明知这类歌曲不好

写，而且没有经济效益，但一种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我们义不容

辞地接下了这一创作任务，希望

能用歌声唤醒这些吸毒人员。”邝

厚勤说。

经过反复构思，邝厚勤采用了

戒毒人员的口吻，创作了《重塑人

生，面向未来》，“悔不该追求刺激误

入毒海/本是精彩的人生不再精彩/

心中的理想被毁灭/温馨的家庭遭

破坏/精神空虚萎靡不振/青春暗淡

未老先衰/啊，痛定思痛后悔不该/

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残害……”该歌

词经陈经荣谱曲，并由衡阳市禁毒

看守所部分戒毒人员演唱后，戒毒

人员深受感染，个个泪流满面，后

来该歌曲还获得了全国首届禁毒

宣传活动文艺汇演一等奖。

30多年来，除了发表歌词的微

薄稿费和偶尔一两千元的奖金，

创作歌词并未给邝厚勤带来多少

经济利益，但他依然笔耕不辍，用

歌词反映人间百态。“希望今后能

创作出像《春天的故事》这样广为

传唱的作品，希望自己做得更好。”

他说。

今年 2 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

工作会议在山西举行，会议要求，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要基本完成经

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基本

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基本

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重点是国

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体制

改革。

湖南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文化

体制改革工作高度重视，要求在 5

月 31 日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全

省各级各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加大

工作力度，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工作。目前，湖南文化体制改革已

进入加速收官阶段，开始“深水区”

作业。

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

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周强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加大

力度、加快进度，不折不扣地完成

中央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省委

副书记、省长徐守盛去年以来 5 次

主持领导小组会议，并给各市州委

书记、市州长写信，要求把文化体

制改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决

完成各项改革任务。省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路建平今年3月再次给各

市州委书记、市州长写信，并先后

赴湘西、衡阳、长沙、郴州等地督查

调研。省文改文产办组织机构编

制、财政、人社等部门集中开展了

两次联合办公，针对省直文化单位

改革中的难点、重点和焦点问题，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通过半月一通报并公开见报

和领导包干督查、分片负责及对改

革 相 对 滞 后 地 区 单 独 约 谈 等 多

项举措，湖南积极稳妥地推进改

革。4 月 17 日，湖南省直国有文

艺 院 团 改 革 授 牌 仪 式 在 长 沙 举

行，标志着湖南 7 家省直国有文

艺 院 团 改 革 的 阶 段 性 任 务 基 本

完成。

截至4月30日，湖南省14个市

州、122 个县市区的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合并成立

了文广新局，组建了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机构，成立了广播电视台，并

已按照新的体制机制运行；全省

109 个有线电视网络单位，按照全

省一张网、实行资本整合的要求，

已整合100个，完成93%；全省90家

国有文艺院团，除中央确定的保留

事业单位性质的 5 家院团外，有 65

家完成改革任务，占 76%；全省 128

家电影发行放映单位，有 100 家完

成体制改革，占 78%；第一批体制

改革的 23 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

位，已有 10 家完成了转企改制，占

44%；常德、株洲、邵阳、郴州、张家

界和湘西已基本完成改革任务。

释放文化生产力

长期以来，体制束缚是制约文

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锅饭”使得

人浮于事，观念陈旧，人多但人才

不多，有才者进不来，无才者又出

不去；平均化保底的微薄收入和

僵化的论资排辈耗去了艺术家的

敏锐感觉和经营者的锐气；资源

配置上的无规划和低水平重复造

成了文化资源的浪费；由于不是

市场主体，无法建立全面完善的投

融资体系。

据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肖凌

之介绍，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国有

文艺院团的演出总场数逐步下滑，

而民营院团的年演出量则不断攀

升。初创于 2000 年的“张家界·魅

力湘西”经过 10 余年发展，已累计

演出近3000场次，年接待观众超过

100 万人次，门票收入 6000 多万

元。“如不加快改革，国有文艺院团

将被边缘化。”肖凌之说。

路建平表示，不能为改革而改

革，必须明确改革的目的是加快文

化发展、激活文化活力、促进文化

繁荣。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自组

建以来进行了 3 轮改革，2009 年，

其 经 营 收 入 打 破 多 年 来 徘 徊 于

六七十亿元人民币的局面，实现汇

总销售收入80.6亿元；2011年收入

达 110 亿元，利润 7.3 亿元，显示出

体制改革所激发的强劲发展动力。

成立于 1998 年的湖南大剧院

起初连续 8 年亏损，经过改革经营

模式和用人机制，实现了扭亏为

盈，年收入额逐年上升。

而湖南省直国有文艺院团改

制后成立的各保护传承中心和公

司则积极推出精品节目，开拓市

场。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全力

打造的魔幻音乐剧《新刘海砍樵》

在长沙首演反响热烈；省杂技艺术

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参与的大型多

媒体杂技剧《时空之旅》赴河南信

阳驻场演出；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

传承中心改编的大型皮影童话剧

《狼孩》正备战第21届国际木偶节；

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正在筹

备的舞蹈诗剧《温暖》将于 6 月底

推出……

转变扶持方式

改革后，加大扶持力度，帮助

改制后的企业培养“造血机能”成

为当务之急。

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级

党委、政府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

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

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

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全面贯彻落

实国家和省里已经出台的各项支

持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鼓励各

地制定更具操作性、更加优惠的

配套政策；转企改制后原有的正

常事业费继续拨付；在保障财政

原正常事业费不减的前提下，转

企改制后继续通过政府订单或艺

术生产项目资助等形式对转企后

的文化企业给予支持。

路建平强调，改制后政府要

支持改制院团出作品出精品，各

级政府要优先购买改制文艺院团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扶持艺术产

品生产，鼓励文艺形式、内容、方

法、手段上的创新，形成有利于文

艺 创 新 的 宽 松 和 谐 的 环 境 和 机

制，丰富文化市场内容产品；要用

好的机制培养、吸引和激励人才，

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注重发挥本土文化人才的作

用，确保事业长足发展；要抓好机

制改革，完善内部经营管理和激

励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让

文化体制改革最终取得实效：既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公 益 性 的 文 化 需

求，也繁荣文化消费市场，壮大文

化企业主体。

肖凌之表示，改革后政府对

各 院 团 的 支 持 方 式 将 从 过 去 的

“养人”逐步转变为“养项目”“养

事业”，目的就是要把机制搞活，

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面向市

场，提 高 院 团 人 员 的 收 入 水 平，

从 而 激 励 各 院 团 求 新、求 变、求

发展，以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剧

目，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

“ 湖 南 精 神 ”表 述 语 征 集

活 动 进 入 最 后 阶 段，“4 选 1”

公 众 投 票 活 动 顺 利 结 束 。

从 5 月 中 旬 开 始 ，有 关 部 门

将 组 织 专 家 组 吸 纳 民 智 民

意 ，对 表 述 语 进 行 集 中 提

炼 、打 磨 和 完 善 。 不 少 民 众

及 专 家 学 者 认 为 ，“ 湖 南 精

神 ”最 终 出 炉 前 ，最 好 能 沉

淀 一 段 时 间 ，采 取 多 种 形

式 ，倾 听 多 方 意 见 。 省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 张 志 初 也 认 为 ，

此 次 的 征 集 提 炼 活 动 是 对

历 史 、文 化 和 价 值 的 再 认 识

及 再 提 升 ，因 此 必 须 根 植 湖

南 历 史 ，立 足 湖 南 现 在 ，着

眼 湖 南 未 来 ，认 真 、科 学 地

进 行 设 计 和 施 工 ，不 能 急 于

求 成、草 率 行 事。

说 起 来 容 易 ，做 来 却

难 。 从 投 票 结 果 看 ，得 票 数

比 较 集 中 的 为 第 一 条“ 心 忧

天 下 、厚 德 致 远 、脚 踏 实 地 、

敢为人先”，有超过一半的人

选择了它，得票数较其他 3 条

得票之和还多 30 余万张。不

过 ，从 社 会 各 界 的 认 同 度

看 ，这 不 会 是 最 后 的“ 结

果 ”，还 需 继 续“ 打 磨 ”，哪 些

概 念 会 成 为“ 湖 南 精 神 ”的

最 终 界 定，我 们 拭 目 以 待。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期 望“ 湖

南 精 神 ”成 为 三 湘 儿 女 共 同

的 价 值 准 则 、道 德 规 范 和 行

为 标 尺 ，成 为 激 励 全 省 人 民

团 结 奋 斗 的 强 大 力 量 ，这 种

预 期 未 尝 不 可 ，但 在 实 际操

作过程中，应舍弃共性、突出

个性。清代湖南人魏源在《衡

岳吟》中说：“ 恒山如行，岱山

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

有南岳独如飞。”南岳之“ 秀”

是 公 认 的 ，但 魏 源 偏 取“ 飞 ”

字 ，忽 略 不 计 五 岳 的 共 同 特

点“ 秀 丽”“ 险 峻”等。

“ ×× 精 神 ”征 集 活 动 不

是 湖 南 专 利 ，目 前 全 国 已 有

多 个 省 市 区 开 展 了 此 项 活

动 ，“ 创 新 ”一 词 至 少 在 六 地

入 选 ，从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表

述 语 同 质 化 现 象 的 严 重 性 ，

这 正 是 贪 大 求 全 的 结 果。

“ 湖 南 精 神 ”是 湖 南 人 性

格 特 质 的 标 签 ，但 决 非 湖 南

人 精 神 的 全 面 概 括 ，若 能 把

复 杂 事 情 简 单 化 ，或 许“ 湖

南 精 神 ”的 征 集 提 炼 会 变 得

更 容 易 些 。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黎鑫

通讯员何平尧）近日，全国最大的以

孝文化为主题的公园在湖南省新田

县建成开园并免费接待国内外游客。

新田县被誉为孝文化之乡，孝

文化公园地处新田县城南郊，与青

云公园融为一体，是集孝德教育、

敬老养老示范和休闲旅游为一体

的公园，占地 11 万平方米，主要景

点包括镶有二十四孝故事的孝文

化景墙、舜帝塑像、“三孝合一”中

心广场、“龙凤呈祥”景墙、“报恩

泉”和“百善孝为先”植物造型景观

及孝文化故事园等。

湖南新田建成孝文化主题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