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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仪再始，岁律更新，新的一年已经到来。尊敬的

读者朋友，《中国文化报·湖湘文化周刊》全体同仁将和

您携手走进新的一年。从周刊创办至今，这已是我们

与您的第 100 次相逢。我们把祝福的阳光带给您，把您

关爱的温暖留在心。

元旦，依然是冬日里平常的一天。树叶还残留在

枝上，人们在大街上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

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然而，跨入新年，我们欣

喜地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正从您的指间袭来；有一种

关怀，正从您的眼底流露。我们祝愿您这一年春色迷

人、夏露清凉、秋风潇洒、冬雪皎洁，天天平安快乐，月

月硕果累累，一年健康幸福！

新的一年，我们期待开启新的希望，承载新的梦

想。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不但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

给您，我们也会尽最大努力，把最有价值的新闻资讯奉

献给您。

回眸我们前行的每一个脚印，钩起对往事的回想，

我们永远感激一路上有您相伴！今天，我们在这厚重

和美好的精神传统中相逢，让我们携手前行，共同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奋力书写优美的湖湘篇章。

携 手 走 向 春 天
陈 清

2013 年 12 月

28日至 2014年 3月

9 日 ，湖 南 省 博 物

馆推出“复兴的铜

器 艺 术 —— 湖 南

晚 期 铜 器 展 ”，并

在 长 沙 市 博 物 馆

免费向公众展出。

此次展览是湖

南省博物馆在改扩

建 期 间 特 别 策 划

的首个原创大展，

遴选了馆藏的 150
件（套）馆 藏 晚 期

铜 器 精 品 ，从“ 宗

教造像、神坛礼器、

把 玩 摆 件 ”3 个 方

面进行展示。图为

专家学者一起品研

展品。

毕 枫 摄

文化志愿者在为湖南省盲人学校的同学们提供免费办证服务。

爱 心 点 亮 世 界
—湖南图书馆文化志愿者服务视障读者项目侧记

易添麒

在湖南图书馆内，有一个特殊的阅

览室——颐而康盲人图书馆。这个图书

馆没有穿行在书架中的读者，显得分外

安静。每天都会有志愿者来到这里，按

盲人读者的要求挑选出合适的盲文图书

并为他们配送到家，并将读者上次借阅

的书取回交还图书馆。“我愿做盲人的眼

睛。”一位志愿者的话说出了广大志愿者

的心声。

据统计，湖南省内视力障碍人群达

65.1万。2004 年以来，湖南图书馆颐而

康 盲 人 图 书 馆 累 计服务盲人读者 1.34

万人次，这些文化志愿者累计为盲人读

者送书 7900多次。2013年 12月，湖南图

书馆“用心点亮世界，用爱构筑和谐——

湖南图书馆文化志愿者服务视障读者”

获评文化部 2013 年文化志愿者基层服

务年优秀示范项目。

志愿者支撑盲人图书馆运转

“每天会有四五个志愿者前来‘领

任务’，节假日和周末过来服务的志愿

者更多。”湖南图书馆志愿者服务负责

人张婷说。

“盲人同样有提高修养、充实生活、

休闲娱乐的需要，制约他们走进图书

馆、享受公共文化资源的困难主要是自

身行动不便或者住址偏僻。”湖南图书

馆宣传推广室的喻乐说。

为了保障视障读者的阅读权益，湖

南图书馆利用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各种

形式的活动。2013 年 5 月和 8 月，湖南

图书馆文化志愿者团队特别挑选了 600

余册青少年喜爱的文学、历史、医学等

盲文文献分别送往湖南省盲人学校、长

沙市特殊教育学校供学生阅读。“我们

提供了免费办理湖南图书馆盲人借阅

证的活动，当天办证的学生排成了长

队，仅仅一个小时就办证 20 余张。”湖南

图书馆借阅部主任曾莉说。

除此之外，湖南图书馆还组织志愿

者进行送书还书上门服务等活动，让视

障读者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到阅读的乐

趣。而志愿者团队既有湖南女子大学

等学校的志愿者团体，也有志愿者个

人。志愿者已经成为盲人图书馆运转

中重要一环。

“志愿服务我将一直进行下去”

10 年，不断有文化志愿者因为工作

调动或者其他原因离开志愿者岗位，也

不断有更多的志愿者将这些工作接替

下去。

“我离开单位不久，工作能力还在，我

还能为社会做更多。”已经进行了一年多

文化志愿者服务的退休老人磨长生说。

说起自己在志愿服务工作中收获

的感动，磨长生唏嘘不已。在他的服务

对象中，有一个视障工人借的书特别

多。“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借这么多

书，他告诉我，他这里是周围很多盲人

借阅书籍的集散地，我才意识到我简单

的行为就能服务很多人，他们的快乐让

我动容。”磨长生说。

夏斌 还 在 株 洲 读 大 学 的 时 候 ，就

参 加 了 湖 南 图 书 馆 的 文 化 志 愿 者 活

动。每逢放假，同学们都出去放松的

时候，他就会来到长沙参加文化志愿

服务。“名著诵读”“为盲人讲电影”“花

香世界，你我共享”……这些图书馆组

织的爱心活动他一个都没有落下。如

今他已经参加工作两年，但只要有空，

他仍然会来到湖南图书馆参与志愿服

务工作。

“我时常遗憾自己工作后志愿服务

做得比以前少了，但是志愿服务真的是

一份传递爱心、温暖人心的工作，我想

我会一直将这份文化志愿者工作坚持

下去。”夏斌说。

让正能量温暖你我他

“总是有志愿者将盲文图书送到我

朋友的单位，虽然我老公不识字，但是

他 总 会 到 朋 友 单 位 为 我 把 图 书 带 回

来。”盲人读者凌朝辉说。在服务视障

读者的过程中，爱心不断传递，温暖了

视障读者，也温暖了志愿者们。

志愿者流动性大，很多志愿者就在

长时间提供服务后默默地离开。然而

他们的付出却让温暖长留他人心中，在

喻乐的记忆中，有一个年轻妈妈总是带

着自己刚上小学的孩子前来为视障读

者服务。“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当学会

怎样用自己的爱来帮助别人，这里就是

最好的课堂。”这位妈妈说。

“当我们为他送书时他说，长大后

要开一个盲人按摩院，不仅能养活自

己，还能为其他盲人找一个家。”在夏斌

的志愿者服务中，一个小男孩的愿望让

他最为感动，也成为他坚持志愿者工作

的动力。

“志愿者服务视障读者不仅能让盲

人朋友们看上电影、读到好书，更重要

的是为这群社会特殊群体创造一种平

等享受公共图书馆专业、无差别服务的

方式，也让这期间产生的正能量温暖更

多人的心。”曾莉说。

2011 年 5 月，湖南省衡阳市“公共文

化服务进社区”项目入选第一批创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两年

多来，衡阳市、区、街道和社区四级联

动，各部门协同配合，创新手段，完善机

制，创建工作成效明显，被百姓誉为“家

门口的文化工程”。该项目于 2013 年 10

月被正式列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项目。

创建过程中，衡阳市以惠民、便民、

利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工程，提高市

民幸福指数，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为原

则，以立足衡阳实际，满足市民需求为

标准，确立了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

基本文化权益，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文

化大餐的创建目标。

目前，衡阳已建立了完善的市、区、

街道和社区四级文化设施网络。其中，

街道综合文化站按照“三室一厅一房”，

面积不少于 300 平方米的标准建设，包

括图书阅览室、培训教室、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服务室、多功能活动厅和办公用

房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按照“二室一

场三配套”的标准建设，包括文化娱乐

室、面积不少于 100 平方米的图书阅览

室、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的室外文化

活动广场，并满足设备、队伍和活动的

三配套。

此外，衡阳还积极开展免费开放、

品牌活动和培训辅导 3 项服务。“和风

衡州”群众文化艺术节、“广场旬旬演、

社区周周乐”以及“雁城 市 民 讲 堂 ”等

群众文化活动实现了群众化、常态化

和规模化。其中，“广场旬旬演、社区

周 周 乐 ”活 动 开 展 5 年 来 已 累 计演出

1750 余场，惠及市民 200 多万人次。近

年来，衡阳市、区两级文化部门共组织

开展了 10 余次文化服务知识与技能培

训，为街道和社区培训文化工作人员

1200 余人次，有效提高了文化服务的能

力和水平。

搞好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和队伍至

关重要。目前，衡阳共有市直公共文化

服务专业人员 274 人，城区文化馆和群

众艺术馆专业人员 38 人，街道综合文化

站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均配备了一名

以上文化专干、文化辅导员或文化志愿

者，总数达 389 人，这支专业队伍为管好

文化阵地、开展文化服务提供了人才保

障。另外，衡阳还积极引导业余文化队

伍建设，引导支持成立了 200 多支业余

文艺团队，他们活跃在各大文化广场和

社区，影响带动了一大批群众主动参与

文化活动。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衡

阳市城区约有 110 万人次直接参与了重

大群众文化活动，参与率达 91.7%。

衡阳：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工程
张 玲 郑小林

本报讯 2013 年 12 月 24 日，长沙

岳麓山下，主题为“异动”的湖南青年艺

术家提名展开幕，现场 2000 余位观展者

与艺术家现场互动。据悉，本次提名展

免费开放，将持续至今年 3月 10日。

“异动”湖南青年艺术家提名展由

湖南省油画学会主席团评审提名，共选

出蔡茜、陈琳、姜志平、李伟、廖建华、宋

鬼聿、萧彬、张 震 宇 、朱 明 源 、朱 冥 10

位湘籍青年艺术家。

湖 南 省 油 画 学 会 主 席 段 江 华 表

示，以“异动”作为主题，目的就是要为

中国当代艺术寻找新的生长方向和价

值归属，探索当代艺术的学理逻辑，拓

展当代艺术的思想维度，展现当代艺

术的人文情怀与审美活力，弘扬湖湘文

化 精 神 ，推 动 湖 南 当 代 艺 术 发 展 。

（张 英）

湖南青年艺术家提名展举办

本报讯 2013 年 12 月 26 日，2013 年湖南省“三区”人

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

根据中组部、文化部、财政部等部门发布的《边远贫困地

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

专项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文化工作实际，对湖南“三区”

文化人才支持工作进行部署。

经过充分 调 研 和 前 期 准 备 ，2013 年 湖 南 省“三 区 ”

文 化 人 才 支 持 计 划 已 经 确 定 ，将 选 派 840 名 优 秀 文 化

工作者前往“三区”工作或提供文化服务，并为“三区”

培养 40 名文化工作者。受援范围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泸溪县、怀化市中方县等在内的 40 个县，均为连

片特困地区覆盖的县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

受援县乡镇综合文化站为援助重点。2013 年的文化人

才选派工作将采取省、市选派到县，县选派到乡，乡选派

到村相结合的形式，以县选派到乡和乡选派到村为主。

湖南省文化厅厅长朱建纲表示，文化人才对建设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至关重要，要充分认识“三区”文化

人才匮乏的现实，按照省级统筹、分级落实，县为基础、

服务基层，因地制宜、专兼结合的工作原则，切实执行好

此次“三区”文化人才支持计划，加强乡镇文化站等基

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防其“空壳化”。

（张 玲 易添麒）

湖南制定“三区”文化人才支持计划

本报讯 2013 年 12 月 29 日晚，由湖南省歌舞剧院有

限责任公司创排的《共享中国梦·同沐世界风》2014 迎新

年跨年演唱会农民工专场在湖南省歌舞剧院实验剧场上

演。这台演唱会是“雅韵三湘·多彩节日”元旦、春节演出

季的系列演出之一。

据悉，“雅韵三湘”是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

单位共同主办的 2014 高雅艺术普及计划，共分为“多彩节

日”“艺苑金秋”“舞台经典”“音乐经典”“好戏连台”“艺动

四水”和“艺动校园”七大板块。本次元旦演出季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4 年 1 月 3 日进行，由湖南省京剧保护

传承中心、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等 6个省直艺术

表演单位为社区居民、农民工、少年儿童和企业演出 10

场。而春节演出季将于 2014年 2月 2日至 14日（农历正月

初三至正月十五）由湖南省湘剧院、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

承中心等 7个省直艺术表演单位持续演出 14场。

据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介绍，此次元旦、春节

演出季展演的 15 个剧目涵盖湘剧、花鼓戏、京剧、杂技、话

剧、木偶皮影、歌舞及合唱等众多艺术门类。参演剧（节）

目有省直艺术表演单位近年来的优秀创作，也有部分表

演单位结合湖湘文化特色“量身打造”的新创剧（节）目，

还有专门为本次演出季创排的专题晚会，力求满足不同

层次、不同年龄观众的节日文化需求。 （张 玲）

“雅韵三湘”元旦春节演出季精彩上演

本报讯 2013 年 12 月 26 日，由文化部、中国文联、湖

南省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

馆、中国国家画院、湖南美术家协会等共同主办的“八荒

通神——新人文·卢禹舜作品展”在长沙美庐美术馆开

幕。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的卢禹舜是中国当代

成名较早且深具代表性、成果突出的山水画家，他的作品

在海内外都有着较大影响。“八荒通神”是卢禹舜具有代

表性的一个作品系列的名称，以《静观八荒》、《精神家

园》、《天地大美》、《河山锦绣》和《彼岸理想》5 个主题展出

卢禹舜代表作品 100余幅。 （邓雅琴）

卢禹舜长沙展示“八荒通神”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民间艺术

团体惠民演出”项目于 2011 年 5 月被

文化部和财政部列为第一批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经过两

年多的努力，该区的创建工作在创新

性、导向性、带动性和科学性等方面创

造了许多经验，为文化繁荣与文化惠

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全国示范作用的

好路子。该项目已于 2013 年 10 月被

正式列入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项目。

为推动民间艺术团体开展惠民演

出，鼎城区积极组织该区的丝弦艺术

团、花鼓戏剧团、文化馆等单位的专业

艺术人员，以及一些专业素养好、热心

农村文化事业的乡镇文化专干，通过送

戏下乡、文化进社区以及每年一届的全

区民间职业剧团大赛等活动，带动民间

剧团的创作和表演。两年来，专业艺术

人员组成文艺轻骑小分队，深入全区 30

多个乡镇，包片辅导，深入农村举办音

乐戏曲辅导和理论讲座 100 余次，分

期、分批、分门别类地培训了 500 多名

农村文艺骨干。该区还对培训的文艺

骨干建档立册，建立了“鼎城民间演出

人才库”，逐步形成民间文艺人才培训

的长效机制。此外，鼎城区还以区文化

馆为主体，以区专业剧团为龙头，全区

优秀民间职业剧团为骨干，组建了鼎城

区演艺联盟，推动民间职业剧团的发

展。目前，鼎城区演艺联盟已发展会员

98 个 ，共 3700 多 人 。 通 过 专 业 艺 术

“带”，农村民间艺术团体的服务能力得

到了很大提升，演出水平得到了质的飞

跃，各乡镇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艺特

色。周家店镇、尧天坪镇和草坪镇被文

化部分别命名为全国吹打乐之乡、龙狮

之乡和民间歌舞之乡。

鼎城区还出台了《鼎城区民间艺

术团体惠民演出工作实施方案》等一

系列政策，对承担惠民演出的民间艺

术团体给予政策倾斜。学习专业剧团

送戏下乡的模式，采取“政府买单，农

民看戏”的形式，开展民间职业剧团送

戏到村、到社区的活动。近两年共开

展惠民演出 200多场，这种由百姓演员

出演，用百姓话语演百姓关心的事，给

身边百姓看的形式，受到农民群众的

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也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民间文化现象。

为 了 帮 助 民 间 艺 术 团 体 拓 展 市

场，鼎城区还专门组建了一支演艺经

纪人队伍，依靠专职经纪人“跑”，专业

协会“联”的方式帮助民间剧团拓展市

场。目前，鼎城全区民间惠民演出事

业迅速发展壮大，各种文艺团体发展

到 200多个，从事文化产业的农民近万

人。农民演员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

出门演出，全年演出 1 万多场次，收入

5000余万元。

常德鼎城区：老百姓演身边事
张 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