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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新疆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所著

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研讨会在湖南省

长沙市毛泽东文学院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谭谈、湖南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新疆作

家协会主席阿扎提·苏里坦等作家共聚一堂，

讨论这部具有浓重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文

学作品。这是第十二届湖南中青年作家班和

第二届新疆作家班课程的一部分。

去年秋季以来，湖南省作家协会创新文化

援疆工作，用举办两地作家培训班的形式搭建湖

南与新疆的文学交流平台。今年10月9日至10

月 30日，55名湖南中青年作家与来自新疆的维

吾尔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

族30位作家在毛泽东文学院共同听课、交流，共

建两地文学创作者的“同窗之谊”。

“五年计划”践行文化援疆

湖南作协与新疆作协深入交流始于 2011

年全国作家代表会。分组讨论会上，湖南作协

了解到新疆文学发展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

用举办作家班的方式协助新疆作家进行文学

创作人才培养的方案。

2012年秋季，湖南作协利用第十一期湖南

中青年作家班进行了初次尝试。第十一期学

员、湖南省青年作家潘绍东在回忆作品《在毛

院的学习的日子里》写道：“培训期间我们与新

疆小说作家进行了轻松愉悦的互动，感受到了

他们的豪情爽义，间接感受了新疆绚烂的民族

风情和多元的文化风貌。”

鉴于中西部作家交流取得的良好效果，今

年 3 月 4 日，湖南作协和新疆文联签订了为期

五年的《湖南省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联文学交流合作协议》。协议包括湖南省作

协每年秋季举办一期新疆作家班、每年选派 2

位至 3 位湖南作家赴新疆作家大讲堂进行演

讲和授课等内容。

“‘五年计划’将湖南作协文化援疆工作的

很多细节都定下来，两省区之间建立了更加稳

定的文学交流。”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毛泽

东文学院院长梁瑞郴说。

精心组织打造“文学之旅”

橘子洲、岳麓书院、岳阳楼，维吾尔族作家阿

布里克木·艾山在这片与新疆自然环境完全不一

样的土地上领略到了别样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气息。

“我对新媒体时代的态度是乐观的，一直

积极地去适应它。”在《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

作》课堂上，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水运宪

以自己的创作为例讲述新观点。“我们也渐渐

感觉到新媒体时代带给文学写作的冲击，阅读

文学作品的读者减少了很多。汉族文学创作

遇到的问题，我们未来也会遇到。”艾山这样评

价本次的课程设置。据了解，湖南作协为本次

新疆作家班组织授课老师和协调课程，花了近

5个月时间。

湖南作协还为新疆作家班制定了导师制

度。王跃文等 6位作家分别负责 5位新疆学员

在毛泽东文学院的文学创作等问题的解答。

“导师制是为了让新疆学员们能够随时随地与

老师交流，也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学习氛围中。”

梁瑞郴说。

同窗共读加深民族感情

湖南青年作家蒋陆海说：“学习过程中我

们互赠文学作品，与新疆作家们的学习交流非

常融洽。”

据了解，本次来湖南的 30 位新疆作家都

会用汉语写作。少数民族作家在这里与湖南

的作家进行汉语言文学方面的探讨，还与其他

兄弟民族进行民俗文化的交流。课堂已经成为

不同民族作家建立文学联系、丰富文学视野的

平台。哈萨克族作家热斯拜·托合坦说：“学习

过程中我感受到文学创作是共通的，是没有界

限的。”

本次援疆作家班让作家之间的文学联系得

以建立，民族间的感情也得到了加强。10月 16

日晚，新疆作家班学员们邀请湖南作家共度“古

尔邦节”。当晚，湖南作家与新疆作家一同起

舞，表达祝贺。“中西部作家群体间的交流对于

新疆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有益处，也能开拓湖

南作家的眼界，培养他们与兄弟民族作家深厚

的感情。”梁瑞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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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湖南作家同窗共读
——湖南省作协文化援疆纪实

易添麒

“湘江探源”蓝山采风作品展出
湖南两剧目在“十艺节”获奖

本报讯 10 月 27 日，湖南省委宣传

部、湖南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湖南省旅游局在张家界市召开大湘

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会，提出

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共同推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步伐

的要求。湖南省直各单位、湘西三市州

的 70 余 名 代 表 参 加 了 会 议 。 湖 南 省 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出席会议并作

重要讲话。

许又声充分肯定了大湘西独特的山

水文化、古城古镇古村的“三古”文化、丰

富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等，并要求湖南省

各部门从自身职能出发，为大湘西文化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出谋划策，出钱出力，将

工作细化，通过项目的逐个推进来解决实

际问题。同时大湘西地区张家界、怀化、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三市州，要避免同

质化竞争，作出差异化旅游产品，做到一

市一主导，一县一特色，完善旅游交通、餐

饮住宿等配套措施，提高导游服务素质，

全面美化景区和市区，让慕名前来的游客

待得住、留得下。

与会人员认为，大湘西拥有张家界、

凤凰等响亮的旅游名片，当下要大力推进

大湘西民俗文化的开发，推动大湘西旅游

高速稳步发展。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怀化三市州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区内旅游资源占到湖南的 41%，其中世界

级和国家级旅游资源达 70 多处，但如何实

现大湘西的传奇文化和绝世山水的高度

融合，还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如今大湘西

文化旅游打造了一批品牌节目，如《魅力

湘西》、《天门狐仙》、《烟雨洪江·沅江号

子》、《凤凰神话》等，大湘西文化和旅游产

业的深度融合，如今让游客白天能玩得尽

兴，晚上能留得下来。除此之外，张家界

国际乡村音乐周、国际森林保护节、凤凰

古城世界围棋对决赛等文化旅游活动的

接连上演，也预示着大湘西文化旅游的井

喷即将到来。按照规划，到 2020 年，大湘

西接待游客将达到 2.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超过 3000 亿元，旅游业将成为带动大湘西

发展的主导产业。“绝美的资源和独特的

风情、一流的环境再加上独特的文化交

融，产生了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在全国来

看是顶级的，从全世界来看也是一流的。”

国家森林公园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知名

旅游专家石培华在会上评价大湘西旅游，

并盛赞其是“世外桃源般的都市外高品质

度假圈”，是“中原文化辐射圈下的‘香格

里拉’”。

许又声最后强调指出，大湘西山水神

奇、民风淳美、文化独特、资源丰富，在建

设绿色湖南中具有不可多得的生态环境

资源优势，在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推进大

湘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符合大湘

西地区的实际情况，是推进大湘西地区

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引领大

湘 西 人 民 建 设 幸 福 美 好 生 活 的 希 望 之

路。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今年把推进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作为战略决策，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大 湘 西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其 势 已

成，其时已至。

10月 27日，大湘西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会现场。 邓雅琴 摄

本报讯 10 月 22 日，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一行来到湘绣之

乡——长沙市沙坪调研指导。

在中国工艺美术再红湘绣大师楼里，周和平在工艺美术大师江

再红的介绍下，对湘绣的鬅毛针、旋针、掺针、齐毛针、盘游针、滚筒

针等针法表示称赞。周和平还在江再红的引导下，尝试了湘绣的刺

绣创作。

调研中，周和平了解了湘绣作为传统工艺在新技术运用上的

创新。他表示，湘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深刻的文

化内涵和精湛的技艺。他希望湘绣传承人在运用新技术的同

时，做好传统工艺，努力挖掘新题材，利用高超技艺把湘绣的独

特内涵展现出来。 （张 英）

日前，湖南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大湘西绝

世美景与独特民俗文化融合发展的新举措，全方位

提质湘西文化旅游产业带。大湘西的一州两市则抢

抓历史机遇，在“三古”(古城古镇古村) 旅游名胜开

发中，打出了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组合拳”，改善提升

了人文环境，展示出旅游景区的新品位。

加快大湘西旅游风景名胜开发提质，要立足

当地实际，科学谋划，以文化元素为引领做好整体

规划。旅游景点是凝固的艺术，一经建成，多年难

以变动。要确保开发建设旅游名胜的目标是保护

修复，全面传承“三古”文化特色。我们要将发展文

化旅游与新型城镇建设一体规划，同步推进，实现

两者融合发展。要通盘考虑城乡景区景点、生态

廊道、绿化美化等方面的商贸、文化功能建设，打造

一个集休闲、娱乐、观赏于一体的文化生态系统。

要突出重点，注重有机结合，将文化元素的应用

细化到新型文化旅游产业带建设的各个环节。一是

要将交通道路、生态廊道打造成文化景观廊道。要抓

住创建国家文化生态名镇的机遇，提升城镇文化品位，

修建生态文化长廊、园林景观，彰显文化旅游特色。二

是在城镇建设中要统筹城乡，按城市景区标准同步建

设一批乡村观光社区；在旅游资源禀赋较高的村庄，建

设具有乡土文化气息的新景区。三是在产业集聚区也

要融入文化元素。大量商务客人进入旅游产业集聚

区，既有旅游文化服务需求，也有餐宿、娱乐等需求。

这些产业都应注入文化内涵，推动服务业向多元文化发展。

要落实文化引领的具体措施，建立城镇建设与文化旅游开发协调

推进机制。打造文化旅游名胜需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前瞻

性。要在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遗产资源，促进文

化、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切实保护好古城古镇的街巷、水系、空间走廊

等整体生态景观以及城门、城墙、学宫、寺塔等重要古建筑；要完善文

化、旅游、商业等服务设施和观光路网。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旅游名胜开发建设，也是加快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通过捐赠、投资、提

供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旅游文化名胜保护、开发、建设。在文化名

城、名镇、村落及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中，我们要广泛吸纳社会力

量，采取科学修缮、生态装饰等现代技术手段，更好地保护、展示好景

点、文物、古建筑物的风格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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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6 日晚，第十届中国艺术

节在山东青岛圆满落幕。经过近半个月的角

逐，文华大奖及各单项奖尘 埃 落 定 。 京 剧

《瑞 蚨 祥》、昆 曲《红 楼 梦》等 14 台 剧 目 获

“ 文 华 大 奖 ”；由 湖 南 省 选 送 的 湘 剧《谭 嗣

同》获得文华优秀剧目奖，花鼓戏《平民领

袖》获得文华剧目奖。

由 湖 南 省 湘 剧 院 排 演 的 湘 剧《谭 嗣

同》是 湘 剧 中 比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剧 目 ，是 由

钱 珏 根 据 湘 籍 剧 作 家 盛 和 煜 的 历 史 小 说

《崩 霆 琴》改 编 而 成 的 ，由 谢 平 安 执 导 ，

王 阳 娟 、邵 展 凡 、庞 焕 骊 等 中 青 年 演 员 担

纲 演 出 。 由 湖 南 汨 罗 花 鼓 戏 剧 团 演 出 的

花 鼓 戏《平 民 领 袖》在 表 现 手 法 、舞 美 等

方 面 新 意 不 断 ，将 塞 上 的 腰 鼓、陕北的秧

歌、磨面的碾子等陕北元素融入其中，同时

也不失花鼓戏的湖湘韵味。

（张 英）

本报讯 10月 25日至 29日，由湖南省文联、省

美协共同主办的“湘江探源”蓝山采风作品展在湖南

省画院展出，王金石等 20 多位湖南知名画家在湖

南蓝山县探源湘江源头创作的作品与观众见面。

据今年 5 月 20 日湖南省发布的第一次水利普

查成果显示，湘江源头位于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

紫良瑶族乡，这一成果得到了国家水利部门的权

威认定。一批湖南知名画家纷纷走进蓝山，创作

了一批反映湘江源头历史文化遗迹、老区新貌和

自然风貌的国画作品。 （张 玲）

10月 22日至 25日，由国家图书馆主办，湖南图书馆承办的“网络书香·全国数字阅读推广活

动”在湖南图书馆举行。此次活动是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为推动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提升图

书馆服务效能，联合全国百家公共图书馆共同开展的系列读者活动。

活动现场，读者可通过架设在展厅的一体机、平板电脑、数字电视等多媒体终端享受数字图

书馆面向公众的各种服务，并访问国家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提供的优秀数字资源。

欧 红 摄

本报讯 10 月 25 日，湖南省首届青年文化艺

术大赛全省总决赛在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开

赛，来自全省的 600 名选手巅峰对决，争夺五大文

化艺术类项目冠军。

此次艺术节才艺大赛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

文化厅联合举办。本次才艺大赛总决赛分舞蹈、声

乐、器乐、曲艺、主持五大项目。来自全省 14 个市

州、近 30 所高校、省个体私营组织、省直单位、大中

型企业的 600 名选手，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进入全

省总决赛。

本届青年文化艺术节以“中国梦我的梦”为主

题，旨在丰富全省青年业余文化生活，展示全省

青年 的 精 神 风 貌 ，提 高 全 省 青 年 的 综 合 文 化 艺

术素养。 （张琪琪）

湖南 600青年比拼才艺

本报讯 现代花鼓戏《接来乡里爹和娘》将于

10月 31日至 11月 2日在上海人民大舞台连续演出

3场。这将是湖南花鼓戏在时隔 28年后，再次与上

海观众见面。

花鼓戏《接来乡里爹和娘》讲的是老龄化的时

代背景下，城乡生活碰撞和融合的故事，反映了特定

情景中的空巢老人之间、婆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理

解与适应，跳动着时代脉搏，反映了时代生活。该剧

由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精心打造，在 2012年

湖南省第四届艺术节上荣获“田汉大奖”。（王 伟）

湖南花鼓戏时隔 28年再进上海

湘水余波

大湘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正当时
邓雅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