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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动态

公共文化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王伟）

5 月 20 日，第七届中博会湖南名

品馆湘茶展位前人头攒动，特别

是名望厅内，更是商贾云集。

记者了解到，湘茶展位在中

博会上非常火爆，其原因是名望

茶业紧抓中博会商机，成功开发

了失传多年的黑茶鼻祖渠江薄片

后以之为基础开发了系列高档黑

茶产品，因此受到各方关注。甚

至在中博会召开前，来自美、法、

俄等国的外商已经与名望茶业签

订了供销合同。

目前，名望茶业借成功开发

之势，于中博会上率先与中外客

商签下了亿元合同，大大促进了

湖南茶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湘茶

的出口步伐。

个头矮小，皮肤黝黑，短袖

体恤和牛仔裤上沾了不少泥巴，

脚 上 的 白 色 运 动 鞋 已 经 泛 黄 ，

乍 看 像 个 地 道 的 农 民 工 ，只 有

那 双 眼 镜 片 后 炯 炯有神的目光

和文雅的言谈举止，才让人感觉到

几分知识分子的气质。5月16日，

记者驱车来到长沙望城区丁字镇

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工地，采访了遗址项目的现场执

行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年轻的专业考古工作人员张兴

国，近距离了解这位 80 后专业考

古工作者的考古工作和生活。

粗活细活都干

张兴国所在的考古工作队

是 2010 年 3 月进驻工地的，经过

两年时间，已经完成了长沙铜官

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第一阶

段考古发掘工作，下个月初这里

将正式开园。记者在他的带领

下来到考古现场，一些工人师傅

正在考古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清

理回填现场。见张兴国来了，工

人师傅都很热情，并亲切地称呼

他张老师。张兴国来到一位年

长的工作人员旁边，他是考古所

里的高级技术人员吴仕林。年

近六旬的他正带领三五个民工

将遗址里多余的土渣清理出去，

还不时与大家有说有笑。他古

铜色的脸上深刻着几条皱纹，头

发微微泛白，穿着一双深蓝塑料

拖鞋。裤子布满黄土，裤脚微微

卷起，看上去与普通的工人师傅

并无分别，但面对记者对遗址提

出的种种疑问，他的分析却无懈

可击，回答直中要害。

在考古现场，张兴国一边抄

起工具修整遗址地面，一边指导

现场民工清理和倾倒现场多余

的渣土。“根据分析，现在还有一

个埋窑柱子的地洞没有找到，我

们想在清理的时候再继续找找，民

工们毕竟缺乏专业知识，需要指

导。”张兴国一边用工具在可能的

地方搜寻；一边时不时推起滑下来

的眼镜。吴仕林在一旁告诉记者，

考古工作者既要干重活粗活，又要

仔细搜集信息，对遗址进行细致分

析和研究，还原历史原貌，挺不容

易的。“我们考古工作者常年在

外，以工地为家，食宿都搭在当

地人家里，到哪都得与那里人协

调好关系。”有着 30 余年考古工

作经历的吴仕林对此深有体会。

而这次作为执行领队的张

兴国，则需要统筹考古队柴米油

盐等生活琐事。在饮食上不能

有太多讲究。“有时外请的人员

嫌 伙 食 太 差 ，我 们 也 得 及 时 协

调。”张兴国说。

在清理考古遗址公园的同

时，他们在附近的一块田里发现

一个窑瓷坊，由于遗址紧连着湘

江，江水水位比较高，水便直接

漫过来淹没了遗址。张兴国记

忆犹新，“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我

们临时组织人员在遗址附近挖

出蓄水坑，外借两台抽水机连夜

将浸漫到遗址的水抽出，白天黑

夜都有人轮流看守，大约持续了

3 天才解决问题，这 3 天我们都夜

不能寐。”

在外调查时，考古队员会碰

到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要解决，

巨细难易都有。“有时会觉得自

己是全能的。”张兴国笑言。

感谢家人的付出

晚 饭 后 ，房 东 外 出 串 门 去

了，其他队友则找当地人唠嗑或

打麻将。用吴仕林的话说，这是与

当地人处理好关系的一种方式。

这时，张兴国便一个人安静

地坐在电脑前，整理近两年铜官

窑遗址考古发掘情况的文字材

料。“现在项目快结束了，需要对

发掘和整理情况进行全面系统

的总结。我们做研究工作的，白

天去现场，晚上要及时整理或翻

阅资料。”张兴国向记者解释。

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

个 书 桌 、一 个 摆 放 文 物 的 木 架

子，地上散乱地堆放着各种调查

用 的 工 具 及 简 单 的 生 活 用 品 。

房间很拥挤，几只蚊子不时从他

眼 前 掠 过 ，他 不 断 伸 出 手 去 拍

打。“夏天来了，农村蚊子比较多，

晚上睡觉时点上蚊香就好了。”他

告诉当晚也将在农家留宿的记

者。“做我们这行的要能耐住寂

寞，动辄两三个月驻扎农村，有些

地方还交通不便，基本的生活用

品都难买到，更别提娱乐休闲活

动了，有时连可以交流的人都没

有。”他冲记者笑了笑，露出洁白

的牙齿，黝黑的皮肤在昏暗的灯

光下泛出微微的光亮。这天晚

上，他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整理

材料至夜里 11 点。第二天 6 点多

起床，8 点准时出现在工地上。

张兴国说，考古还是项危险

工作。在湖南衡阳做调查的一次

经历让他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我当时独自一人在挖掘洞穴，拿

着刮铲小心翼翼地刮开一个洞

口，心里有点欣喜，便继续往里

掏，手触到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

掏出来一看，原来是条正在冬眠

的蛇，吓得我甩手就跑。”

其实，考古人员在调查发掘

时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张兴国

告诉记者，他有个同事在墓穴里

绘图时，不小心被穴壁上的棺材

裹板把脚指砸成了粉碎性骨折。

考古工作中最容易遇到的危险是

挖掘时的塌方，同行中还有因此

殉职的。

张兴国的工作偏重学术研

究，白天调查，晚上要坐下来埋首

文献资料的研读和研究报告的撰

写。“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遇到

困惑百思不解时，也会有点悲观失

望。”他说，每当这时，自己也会和

当地村民一起去打几场麻将，放纵

下。“不过，放纵完后又觉得浪费时

间，又会有点懊悔和自责。”

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

张兴国参加工作后参与的最大项

目，自己还是项目现场的主要负

责人，所以压力比较大。张兴国

表示，项目运行期间，让他感受最

深刻的是对家的思念。“项目进入

攻坚阶段时，我老婆怀孕了。那

时我正忙于工作只能每月回去一

次，心里有很多担心和不舍也不

能说。”

“在这个领域，老前辈的付

出比我们多很多，考古研究所里

很多老同志一年中几乎 300 天驻

扎在外，几十年如一日，根本无

暇顾及家庭，他们的家人都很伟

大。”参加工作 6 年来，张兴国平

均每年需要赴外调查三四个项目，

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住在外

地，对家庭的照顾自然不够。“这项

工作时间长了一般人都受不了，前

辈们是凭着对考古事业的强烈使

命感，才有的不俗成就，也同样只

有使命感才是我干好考古事业的

根本动力。”张兴国说。

钻之弥坚，钻之弥乐

今年 29 岁的张兴国，毕业于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

用他的话说走上考古这条路是

阴差阳错。“读书的时候对考古并

没有太多认识，实习时才开始有所

感触，后来决定从事考古工作，硕

士毕业后便来到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现在仍然对考古工作保

持着浓厚的兴趣。”尽管田野考古

工作有许多难以想象的辛苦，但

张兴国表示苦中也有乐，快乐和

辛苦一样无处不在。

作为偏重研究的考古工作

者，张兴国要花大部分时间研读

文献资料，了解调查发现的新遗

址，需要调动自身所有的知识储

备，翻阅大量文献资料，请教多

方专家。解决疑团的过程很辛

苦，但疑团解开后的豁然开朗又

会 让 自 己 打 心 眼 里 觉 得 幸 福 。

“有时弄明白了一个人，自己会

不由自主地发出笑声。”

对张兴国来说，钻之弥坚，

却也钻之弥乐。“通过努力还原

一段被时光遗落的历史是很有

成就感的事。套用句口号语，保

护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是件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张兴国笑

了笑说。

自从进入铜官窑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现场后，张兴国几乎把

工地当成了家。由于表现突出，

由他带领的考古团队在去年被

国家文物局评为田野考古二等

奖，被湖南省文物局评为优秀考

古工地一等奖。张兴国个人连

续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并在

近两年的全省考古工作年会上

代表团队作重要工作汇报，引起

了较大反响。

希望有更多年轻专业人才

张兴国说，我最担心的是没

有年轻人加入进来，那样局面会

比较糟糕。很多地方考古工作

者的待遇比较低，我就有一个不

错的师弟因此离开了这个领域。

张兴国说这件事给他的触动很

大。据他所知，目前所里的专业考

古人员有 15 人，田野考古的“80

后”只有 4 人；当年读本科时的 15

个同学中，从事一线考古工作的

也只有他一人。

张兴国表示，自己今后要在

使文物考古的研究著作通俗易

懂上下工夫，加强文物调查成果

的传播效果，引导公众对文物历

史价值的认识。现在，虽然文物

考古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尤其

近年来收藏热兴起，电视媒体也

开辟了相关文物鉴赏等的栏目，

但公众多是关注文物的经济价

值，对文物的历史价值并未有充

分认识。

结束在长沙铜官窑国家考

古 遗 址 公 园 的 采 访 后 ，记 者 联

系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郭

伟 民 ，此 时 的 郭 所 长 正 带 领 部

分考古人员在永顺老司城遗址

进 行 考 古 调 研 。 他 告 诉 记 者 ，

目 前 考 古 所 的 工 作 十 分 繁 重 ，

像张兴国这样的一线考古专业

人才非常短缺，去市州调查，很

难 在 当 地 找 到 能 独 当 一 面 的

人 ，在 调 查 和 发 掘 现 场 经 常 人

手不够，所里很多研究人员忙于

四处奔波，这样就影响了研究工

作，“研究跟不上，文物价值就不

能体现，考古工作也就失去了意

义。”郭伟民说。

破译远古文明 还原历史真相
———记青年考古工作者张兴国—记青年考古工作者张兴国

本报驻湖南记者 文 卫 张 英

“我像一只城市的候鸟，对

生活的要求并不高……”5 月 14

日，长沙市芙蓉区外来务工人员

俱乐部系列活动之“情系外来务

工人员”专场文艺汇演上，草根

明星“华旭组合”演唱的原创歌

曲《城市候鸟》，获得全场掌声。

自 2011 年 5 月长沙市启动创

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以来，芙蓉区围绕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和工作

内容展开示范区创建工作。目

前，该区外来务工人员俱乐部活

动成效凸显。

活动精彩纷呈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在俱

乐 部 做 两 个 小 时 作 业 后 才 回

家。”家住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

街道的小学生张心告诉记者，由

于家里的大人都是外来务工人

员，白天没有时间照顾他，放学

后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区的

“外来务工人员俱乐部”度过的。

五里牌街道地处长沙火车

站繁华地带，近年来街域经济快

速发展，外来务工人员有近 5000

人。为给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

女享受平等的社区文化生活创

造平台，五里牌街道成立了“外

来务工人员俱乐部”。街道“俱

乐部”成立后，各社区也结合自

身 特 色 先 后 开 展 各 类 特 色 活

动。火车站社区结合东晖小学，

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免费知

识讲座；燕山街社区未成年人活动

室设置了“16:00驿站”，为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的课余时间提供学习、

娱乐场所，可以上网（绿色网吧）看

书、指导课后作业等；五里牌社区

联合小天使艺术团教师为外来

务工人员开办艺术培训。在今

年的元宵节，街道集合社区举办

了一场多姿多彩的闹元宵文化

活动，邀请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夹

元宵、吹元宵、吃元宵等游戏，丰

富多彩的游戏与活动 加 深 了 他

们 的 幸 福 感 和 归 属 感 ，他 们 都

说，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有

了家的味道。

据 了 解 ，芙 蓉 区 在 区 文 化

馆 、图 书 馆 设 立 全 区 外 来 务 工

人员俱乐部总部，开设“外来务

工人员剧场月月演”“外来务工

人 员 阅 览 室”等 项 目，举 办“ 情

系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专 场 文 艺 演

出”，统领全区外来务工人员俱

乐部活动的开展。13 个街道文

化站均制定了外来务工人员俱

乐 部 活 动 方 案 ，每 月 定 期 组 织

辖区内外来务工人员开展文艺

演 出、读 书 交 流、艺 术 沙 龙、书

画 展 览 等 活 动，为 全 区 外 来 务

工人员提供了参与公共文化鉴

赏、看电视、听广播、参与文娱

活动的良好场所。

服务形式多样

说 起 芙 蓉 区 的 草 根 明 星

“ 华旭组合”，大伙一点都不陌

生 。 该 组 合 由 31 岁 的 怀 化 小

伙 王 成 勇 和 30 岁 的 南 宁 小 伙

卓 善 达 组 成，他 们 2009 年在广

东佛山打工相识。去年初，两人

怀着对音乐的梦想，结伴来到长

沙，租住在芙蓉区朝阳街道的一

间小房子里。白天出去工作，晚

上在家练歌、作曲，业余时间还

去南郊公园辅导市民唱歌，原创

了近 600 首歌，其中《蝴蝶爱上

花》、《城市候鸟》、《想在长沙安

个家》等歌曲已在网络上小有名

气。“我们想在长沙实现自己的

音乐梦想，长沙的舞台很大，我

们渴望在舞台上的感觉。”王成

勇告诉记者。

近年来，该区坚持“重点下

移、资 源 下 移”的 原 则，充 分 发

挥外来务工人员团队和骨干的

示范和辐射作用，实现公共文化

服务面向基层的目标。2012 年，

该区共组织面向外来务工人员

开展的健美操、拉丁舞、礼仪化

妆等培训 50 次，面向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开展的美术、音乐、舞蹈

等培训 100 次，实施每个学员带

动一个团队或一个项目的指标，

将外来务工人员充实到该区文

艺骨干队伍中，从而带动全区文

艺水平的提升。

此外，该区还通过“芙蓉艺

术节”“芙蓉杯新节目大赛”等活

动平台，深度挖掘辖区内的外来

务工人员艺术团、艺术人才和艺

术精品。目前，挖掘了龙点睛艺

术团、振升铝材金刚艺术团、金

色童年艺术团、八分音符艺术团

等 15 支外来务工人员艺术团，培

养了华旭组合、张印龙等一批在

全国产生影响的外来务工文艺

人才，创作了《城市候鸟》、《我是

雷 锋 家 乡 人》、《民 意 直 通 车 之

歌》等原创作品。

建立常态机制

目 前 ，该 区 定 王 台 街 道 的

“ 白 领 驿 站 ”“ 魅 力 激 情 广 场 ”

“CBD 精英大擂台”“爱心港湾”

等活动吸引了辖区内众多外来

务工人员的参与。东岸街道成

立了“农民文化集市”，定期在街

道文化站和空坪隙地安排专门

组 织 农 民 开 展 写 春 联 、舞 龙 耍

狮、农民运动会、端午龙舟赛等

活动，其中“农民广场舞龙”已经

成为街道农民生活娱乐的新方

式。

2011 年，芙蓉区文化馆、图

书 馆 、街 道 文 化 站 依 托 免 费 开

放，将服务重点向外来务工人员

倾斜。依托大型广场、街道文化

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阵地，

围绕“我们的节日”，引导企业、

社区经常开展面向广大居民群

众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益性

文化活动 200 次，购买演出进社

区活动 10 次，参与群众达 20 万人

次，其中外来务工人员 8 万人次；

发放宣传手册 4000 多份；图书流

量 10 万多次，确保全区居民包括

外来务工人员人均参加文体活

动的时间每周不少于 5 小时，建

立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常态机制。

这里是我们的“文化之家”
——长沙市芙蓉区创建外来务工人员俱乐部

本报驻湖南记者 李 洁 曹萍波

花垣老寨村成“民歌采风基地”

省导游大赛复赛在新宁县举行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李洁）5

月 19 日，“锦绣潇湘 快乐导游”

2012 年“华夏”杯湖南省导游大赛

复赛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新宁县崀

山敲响战鼓，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

20名导游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

近年来，湖南旅游行业飞速

发展，2011 年全省吸引了境内外

旅游者2.55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1782亿元，创历史新高。

两年一届的湖南省导游大赛

是湖南旅游业界的重大赛事，为全

国导游大赛输送了大量优秀导游，

涌现了文花枝、严春霞、杨凯等一

批素质一流、服务一流、闻名全国

的好导游。

湘茶热销第七届中博会

本报讯 （实习记者 杨砚

池） 张伯今年 40 多岁，是来长

沙谋生的外来务工人员。5 月

15 日，临近中午，刚从建筑工地

下来，右手还提着锄头等工具

的他，在步步高广场尝了回自

助借书的新鲜。

选了想借的书后，张伯点

击屏幕上的“借书”键，将借书

证放在了 自 助 终 端 的 扫 描 端

口，屏幕上显示借书的信息，

在核实信息无误后，张伯点击

“确认”键，完成了借书。从选

书到借书完毕，整个过程只用

一分钟不到。张伯告诉记者，

还书更简单，将书放在图书放

置处，按照屏幕上的信息确认

就可以了。

由长沙市图书馆设立的 24

小时街区自助图书馆于前不久

正式运行。运行以来，不少步

步高广场附近的居民反映，这

方便了自己的借还书程序。5

月 15 日，记 者 发 现，自 上 午 9

时，短短半小时内，有 40 多名市

民通过自助图书馆借还了书。

一位和妻子同来借书的市

民感叹：“以前借书，要从河西

到河东，太麻烦了，现在出门就

可以借书，再也不用为几本书

坐一个多小时车了。”但其妻子

表示，自助图书馆里的书有点

少，可选择性不多。

对此问题，市图书馆馆长

王自洋回应称：“自助图书馆以

‘预约’功能来满足读者想借而

当时自助图书馆却没有的书。”

一个自助点虽然只能放 700 本

书，但每天都会更新一次书，在

七个工作日内，读者预约的书

是 一 定 会 送 到 自 助 图 书 馆 里

的。只是自助图书馆刚运行，

市民对其使用方式不太了解。

目前市图书馆已与卡耐基文化

协会等附近高校社团沟通好，

利用社团及志愿者将对附近市

民演示并宣讲自助图书馆的使

用方式。

据悉，自 4 月 22 日运行以

来，仅步步高广场这个点就已

经办了 715 个借书证。需求量

非常大。市图书馆正进行下一

步调研，准备再增设几家自助

图书馆，满足市民阅读需求。

长沙设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市民在自助图书馆前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书

衡阳文化体制改革阶段性任务全面完成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英）

日前，衡阳市 7 家市直国有文艺

院 团 、电 影 发 行 放 映 单 位 举 行

转 企 集 中 授 牌 仪 式 ，这 标 志 着

该 市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阶 段 性任务

全面完成。

2012 年来，衡阳市文化体制

改革在去年全面完成市、县有 线

网 络 整 合 的 基 础 上 ，按 照 中

央 、省 提 出 的“ 任 务 书 、时 间

表 、路 线 图 ”，按 进 度 完 成 了 文

化 行 政 管 理 体 制 和 文 化 市 场 综

合 执 法 改 革 ，市 、县 两 级“ 新 三

家 ”班 子 如 期 到 位 。 目 前 ，市

直 7 家 和 县 市 区 10 余 家 国 有 文

艺 院 团 、电 影 发 行 放 映 单 位 已

全 面 完 成 转 企 改 制 ，并 挂 牌 运

行 。 还 有 3 家 单位正抓紧做好

转企改制扫尾工作。

据 统 计，通 过 改 革，全 市 共

设立各种文化专项资金 7000 多

万元。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英）

日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

选》杂志“民歌采风基地”在花垣

县麻栗场镇老寨村挂牌。

老寨村是一个古老的苗族村

落，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尤以苗

族风情浓郁著称。曾有石成鉴、

石成业等苗族艺人进京演出，受

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

的亲切接见。每到农闲时，当地

村民们便聚在一起搭台唱戏，对

苗歌、打苗鼓，载歌载舞，自娱自

乐，苗族文化气息浓郁。

《广播歌选》杂志是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主办的国家级音乐类核

心 期 刊 。 2010 年 1 月 全 新 改 版

后，以多媒体形式展示祖国优秀

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

5 月 14 日，芙蓉区外来务工人员俱乐部系列活动“情系外来务工人员”专场汇演在芙蓉区文化馆拉开帷

幕。图为潇湘红艺术团表演舞蹈《开门红》。 江 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