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6月18日 星期三
7

本刊主编 林金华 本版责编 张 昱E-mail：zgwhbhnz@163.com 电话：0755-25318066转 8008 传真：83494933

2013中国（深圳）童话节以“绚舞童

心 梦想飞扬”为主题，以“读童话、看童

话、编童话、演童话”为主线，举办了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文化活动，并联

合出版社举办优秀童话书籍评选、设

立金童奖、举办相关论坛邀请国内外优

秀童话作家与会等，促使更多人来关注

少儿书籍的创意问题。在电子游戏、口

袋书等构成孩子阅读生态环境的当下，

童话节让更多的经典童话与更多的孩

子相遇。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主任李宏表示，通过童话节系列活动

评选出来的优秀儿童短剧、童话故事、

儿童书画作品、儿童剧剧本等，非常适

用于文化共享工程推广。

因具备极强的参与性、观赏性、公

益性等特点，中国（深圳）童话节成为

深圳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

的少年儿童活动之一。数据统计显

示 ，童 话 节 参 加 人 数 每 一 届 都 在 以

20%以上的速度递增。至 2013 年参与

的区域已经覆盖了近千家学校和单

位，幼儿园、小学、中学、各艺术培训机

构均踊跃参与。据统计，2013 年童话

节的报名总人数超过 10 万人，收到书

画参赛作品 3.3 万幅、童话故事参赛作

品 4.7 万余份，创造了全国单个项目参

与人数之最。

因 2013 年童话节参赛人数爆棚，

为确保比赛有序进行，童话节活动组

委会特别新增了比赛场地，深圳市少

儿馆、市少年宫剧场、音乐厅、市民中

心礼堂……这些地标性的文化建筑处

处闪耀着童话的光辉，处处弥漫着孩

子们的欢声笑语。

今年童话节将以深圳为中心，邀

请国内外学校、机构的少年儿童共同

参与。据悉，童话节组委会已于 3 月

25 日在北京向全国各省市的少年儿童

发出邀请，共筑童话之梦。届时，来自

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齐聚深圳，开

启童话之旅，通过比赛、演出、活动进

行文化交流与沟通，共享童话之旅的

欢乐。

据介绍，今年的童话节还将增设

儿童剧童话剧剧本创作征集大赛、儿

童剧编导培训班，将更多的优秀剧本

搬上舞台。此外，今年童话节还将聚

焦互联网时代的儿童阅读，联合出版

社举行优秀童话书籍评选并邀请国内

外优秀童话作家参与童话论坛，同时

设立“金童奖”等，届时还将举行盛大

的童话大巡游活动。

童话 节 不 仅 丰 富 了 少 年 儿 童 的

文化生活，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与创作

潜能，使全国少年儿童在奇妙的童话

世界中获得文学教育及艺术的乐趣，

更将促进国内外少儿文化艺术的融合

与交流。据了解，童话节组委会计划

于 2015 年 在 韩 国 、新 加 坡 、德 国 、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设立分会

场，以亚洲文化为枢纽、以东方艺术为

桥梁，积极推动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

术健康发展，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儿

童文化艺术。

为 配 合 2014 童 话 节 各 项 宣 传 ，

“童话小天使”选拔大赛从即日起开

始接受报名，详情查询童话节官方网

站（www.thzg.org）。该官方网站不仅

及时公布童话节的各种信息，还开通

了微信公众平台，方便来自全国各地

乃至世界各地的小朋友参与童话节。

新视野：从深圳到世界

2014中国（深圳）童话节：绘一个炫彩童梦
本报驻广东记者 彭海霞

“ 我 有 一 个 美 丽 的 愿

望 ，长 大 以 后 能 播 种 太

阳 ……”这是童谣《种太阳》

描绘的纯真童梦。每个人

都有童年，有童话、爱与梦

想守护的童年，幸福和快乐

总是如影随形。童话节即

是给童年绘一个童梦飞扬

的童话梦。今年 11 月，由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

中心、广东省文化厅、深圳

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

办的“2014中国（深圳）童话

节”将在深圳揭幕。今年的

童 话 节 将 以“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为 主 题 ，以 深 圳 为 主

场，同时在东北 、华北 、西

北、华东、华南、西南、华中

等地区设立分会场，举办高

规格童话艺术活动和赛事，

丰富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

展现少年儿童综合素质教

育的成果。

中国（深圳）童话节的前身是创办

于 2004 年的深圳童话节。经过 10 年的

发展，2013 年，深圳童话节全新升级为

中国（深圳）童话节。到今天，童梦之灯

越点越多，童话的种子在数百万小朋友

心间生根发芽并开出了真、善、美的绚

丽花朵。

据悉，今年童话节将以“我们的中国

梦”为主题，开展包括个人朗诵及主持人

选拔大赛、歌唱大赛、舞蹈大赛、故事创

作 大 赛 、书 画 大 赛 以 及 中 英 文 短 剧 大

赛、童话大巡游、童话之旅等在内的各

种活动。童话节组委会寄望童话节能

成为孩子们集体走入经典童话的起点，

从此开启不一样的人生。童话就是“造

梦”，举办童话节的宗旨就是在孩子们的

心里埋下梦想的种子。一个梦、两个梦、

三个梦……无数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就

是我们的中国梦。等到孩子们长大成

人，我们的中国梦将梦想成真。

因为爱而开启童话节之旅 童话梦汇成中国梦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童年的

经历会在潜意识里影响成年后的自己。

童话以最适合少年儿童心理需求、思维

特征的独特艺术风格，应用夸张、象征、

拟人等手法，化复杂为单纯、化深奥为浅

显，以易于儿童接受的形式对现实生活

进行折射式的反映。童话故事、剧目不

仅把善良、美好、纯真根植于孩子的心

田，也把人类社会和这个世界的邪恶展

现在儿童面前，并教会他们如何对付。

这让孩子们在人生成长过程中面对危境

能从容应对。

童话温暖人生。作为传播文化艺术

的工作者，深圳市童话艺术团团长张明

珠和她的团队，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借

鉴国内外知名的品牌文化活动，不断探

索创新。张明珠在给自己的双胞胎儿子

讲童话故事时得到灵感，希望为孩子们

的童年点一盏童梦之灯，这是她创办童话

节的初衷。“1994 年，我生下了一对双胞

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如何教育好他

们成为了我最关心的问题。”张明珠说，

“后来，我发现，童话是和小朋友沟通的最

有效途径之一。每次讲童话故事，孩子

们大眼睛都直溜溜地望着我，童话让他

们安静、快乐。”

童话教育是爱的教育、美的教育。童

话节主题活动的设计理念首先是播种真、

善、美。10年来，童话节一直致力于通过

多样的活动，引导孩子们读童话、创作童

话，传播真善美。

激发小朋友的想象力，这是童话节

的另一个核心理念。据报道，在全球 21

个受调查国家中，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

排名第一，想象力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

排名倒数第五。育儿专家指出，想象力

就像肌肉，不运动就会萎缩。孩子看电

视只是在汲取他人的想象和构思，这种

行为是被动的。而阅读书籍、舞台表演、

人际互动，这些要比看电视更能锻炼孩

子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性。

童话的基本特征就是幻想，而且是

最丰富、最神奇的幻想，所以童话是激发

儿童想象和幻想能力的最好的文学样

式。组委会负责人说：“幻想本是儿童的

一种天赋和本能，幻想的成长更需要正

确的引导和培养。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

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提

供一个能够培养兴趣、引导成长、发挥潜

能、展示自我的舞台。当前少儿素质教

育的重要任务也是要激发、引导孩子们

的想象力，培育孩子的自主创新意识，孩

子们最大的乐趣在于幻想，每个孩子的

内心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深入实施文化强区发展战略

近年来，罗湖区把文化建设纳入

《深圳市罗湖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了《深圳市

罗湖区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深

圳市罗湖区全面推进改革创新总体方

案（2013-2015 年）》、《罗湖区文化事业

创新发展计划》，部署具体举措，明确

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

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体

系，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

作业绩的重要依据，以此确保各项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

在建立公共文化投入保障机制基

础上，罗湖区财政补贴文化场馆免费开

放，让广大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罗

湖区通过拓宽公共文化服务途径，采取

购买服务、资金补贴等方式扶持辖区

700 个 文 艺 社 团 。 据 统 计 ，2010 年 至

2013 年全区扶持、采购总经费超过 1000

万元，并取得良好的综合效应。同时，

为更好地做好罗湖区文艺社团扶持工

作，罗湖区于 2012 年制定了《罗湖区群

众 文 艺 社 会 团 队 扶 持 与 审 核 暂 行 办

法》，并于 2013 年修改为《罗湖区文化

艺术类社会组织扶持办法》，支持文化

艺术类社会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

活动。文化事业从来离不开社会力量

的参与，为进一步营造政府支持的政策

环境和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引导和激

励社会力量参与辖区文化建设，罗湖区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承办文化活动，先后

联合辖区珠宝、古玩、动漫、礼品等有关

企业举办了“缤纷五月”罗湖青工文化

节、社区广场文化节、粤剧周等活动，取

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罗湖区将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

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作为未来 5年

罗湖区文体工作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

深入推进，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更全面

的公益性文化体育服务的同时力争实

现文体场馆运营公益化。此外，罗湖区

文化品牌“09 剧场”作为文化体制改革

试点，虽然演职人员大多不是在编人

员，但是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打造的“剧

说系列”品牌，深受居民喜爱。

品牌特色显著，文艺社团蓬勃发展

近几年来，罗湖文体社团得到了长

足 发 展 ，社 团 队 伍 不 断 发 展 壮 大 ，从

2007 年 的 358 个 发 展 到 如 今 的 近 700

个，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另有文化协会 9

个、体育协会 11 个。每年有近 20 家社

团在深圳市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标中

中标，承办文化活动场次达 80 多场，受

益人数达 20 余万人。这些社团是罗湖

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生力军。

罗湖区的社团不仅是社区文化活

动的引领者，而且在全国、省、市各类

舞台上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其中罗湖

小品艺术团、凤凰女子合唱团、百仕达

皮影艺术团、深圳市（南湖）粤剧粤曲

学会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近 700 支

文体社会团队，每年开展文化活动场

次达到 2000 多场。为了发展群众文体

社团、发挥社团的积极作用、全面提升

社区文化水平，罗湖区不断加大激励

扶持力度，以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

的机制，对各类社团，从管理和指导、

活动场地保障以及经费扶持方面给予

“三倾斜”的大力扶持，充分激发社团

的活力与创造力。

罗湖区大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目

前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十大文化品牌

系列，包括深圳水彩画双年展、09 剧场

“军哥剧说”系列、粤剧节等。公益文

化品牌 09 剧场的演出团队依托罗湖区

文化馆，在不增加任何编制和经费的

前提下，通过政府购买和社团扶持等

方式，不仅给群众提供了优质文化服务

项目，而且为优秀社会组织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空间，实现了“不养人，办好事”

的目标。今年 3 月 28 日，被中国戏剧家

协会称为“接地气、正能量”楷模的小品

“军哥剧说”系列在罗湖区文化馆 09 剧

场迎来第 100 场演出。“军哥剧说”系列

俨然已经成为罗湖区乃至深圳市最响

亮的公益文化品牌之一。值得一提的

是，体制外从业者成为 09剧场戏剧队伍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撑起 09剧场的

创作和演出，而这也是罗湖区文化体制

改革的创新之处。正是因为这种创新，

今年年初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季国平率中国剧协调研组前往体

制外戏剧从业者较多的深圳调研，重点

考察了深圳罗湖区的戏剧活动，并对罗

湖这种创新表示肯定。

作为与香港接壤的罗湖，这里成为

文化走出去的首要通道。在艺术团体

走出去方面，罗湖区通过承办深圳粤剧

周、深圳国际友城文化艺术周等活动，

增 进 了 对 港 澳 台 的 文 化 工 作 交 流 。

2013 年 12 月 10 日，深圳水彩画双年展

在罗湖区开幕，来自 55个国家与地区的

2825 件参赛作品以及展览国际化的评

选阵容更是刷新了我国举办该类展览

的多项纪录。如今，正当水彩画双年展

全国巡回展之际，一场国际性、艺术性、

品牌性、群众性的世界摄影艺术盛会又

将在罗湖区政府的支持下孕育而生。

据记者了解，由深圳市对外文化交流

协会、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市文联、罗

湖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4 首届

深圳国际摄影周”将于 2014 年 10 月至

11 月在罗湖举行。摄影周的最主要活

动——首届深圳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更

是得到了国际影艺联盟（FIAP）、美国摄

影学会（PSA）和加拿大摄影艺术协会

（CAPA）三大权威机构的认证，所有在

本赛事中入选的成绩，均作为积分计入

美国摄影学会（PSA）的“星标系统”进行

星级申请和年终排行榜，也均计入国际

影艺联盟的名衔申请。目前摄影艺术

展览已经面向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征

集摄影作品。

建立线上线下公共文化网络

罗湖区秉承“不比规模大小，但显

文化特色，力求便民利民”的原则，逐步

完善区级公共文化设施，形成了“小而

精，多而全”的罗湖特色。区文化馆新

馆在 2011 年第三次全国县级以上文化

馆评估定级活动中，被文化部命名为

“一级文化馆”，2013 年被评选为广东省

十佳文化馆。区文化馆向公众免费开

放，开展丰富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并联

合区图书馆，开设“道德讲堂”，讲授传

统道德经典；联合学校、社区，开展“居

家学堂”，通过讲座和体验式教学的方

式，培养居民文明生活习惯。罗湖区通

过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预留文化空间、合

作共享资源等措施，不断完善文化设施

网络。如新成立的罗湖美术馆，由企业

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罗湖文化公园，按照

“不另设机构、不增加人员、不增加经

费”的“三不”模式进行运营，每年举办

高水准的公益文化活动超过 30 场，获

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2007 年，全国首个由区级党委政

府创建 、立 足 社 区 、面 向 居 民 、以 交

互 式 论 坛 为 主 要 互 动 平 台 的 社 区 网

站 ——“罗湖社区家园网”正式上线。

相 比 于 线 下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的 逐 步 健

全 ，线 上“ 家 园 网 ”火 热 依 旧 ，联 动 效

应 成 果 明 显 。 每 天 超 过 10 万 人 次 的

点击率，在“家园论坛”里，记者看到，

网民的发帖之多、回复率之高，使“家

园 网 ”被 誉 为 罗 湖 区 的“ 网 络 民 意 直

通 车 ”。 据 了 解 ，“ 家 园 论 坛 ”覆 盖 了

全区 10 个街道、83 个社区和 700 多个

小区。正是有了这样方便的渠道，颇

具 罗 湖 特 色 的“ 文 化 超 市 点 单 ”才 能

进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 罗 湖 区 文 体 局 局

长 廖 晓 表 示 ，“ 文 化 超 市 点 单 ”是 区

级 公 益 性 文 化 活 动 进 社 区 前 ，要 在

家 园 网 上 接 受 居 民 的 点 单 式 考 验 ，

根 据 点 单 量 的 排 名 高 低 选 择 进 社 区

的 活 动 。“ 此 外 ，罗 湖 区 还 通 过 完 善

监 督 、评 审 机 制 ，将 更 多 的 文 化 产 品

纳 入 文 化 超 市 ，同 时 探 索 将 文 化 采

购 归 入 点 单 式 服 务 进 行 监 管 ，有 效

防止采购文化项目滥竽充数。

发展文化产业，规范文化市场

罗 湖 区 坚 持“ 一 手 抓 繁 荣 ，一 手

抓 管 理 ”的 工 作 方 针 ，积 极 培 育 和 发

展内容丰富、健康规范的文化市场，逐

步形成歌舞娱乐、演艺、音像、出版物、

互联网上网服务、印刷业、经营性体育

等综合性文体市场体系，呈现了投资

主体社会化、经营成分多样化、市场功

能效益化的格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大队自 2002 年成立后，从事文化市场

综合行政执法业务，执法编制由最初

的 16 个扩充至 23 个，通过聘请第三方

机构对辖区 210 家文化娱乐场所开展

安全生产评估，全面排查场所安全隐

患，并培训场所从业人员，指导场所建

章立制，有力地促进了罗湖区文化市

场的规范有序、健康繁荣发展。

近年来，罗湖区坚持将文化创意

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之一，坚持以产业

园区为载体，打造了 5 个在全市乃至全

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

聚区。“十二五”以来，罗湖区坚持将文

化创意产业作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着重在提质增效升级上下大力气、出

实 招 ：先 后 出 台 了《深 圳 市 罗 湖 区 文

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罗湖产业转

型 升 级 专 项 资 金 扶 持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发 展 实 施 细 则》。 2013 年 ，罗 湖 区 文

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68.39 亿元，占

GDP 比 重 不 断 增 加 。 文 博 会 罗 湖 分

会 场 经 过 9 届 的 成 长 ，成 交 总 量 从 第

二 届 的 36.3 亿 元 增 长 到 第 十 届 的

398.5 亿元，成交总量始终位于全市前

茅 。 黄 金 珠 宝 首 饰 集 聚 地 集 聚 了

1300 多家法人珠宝企业、近 2000 家个

体 工 商 户 ，年 交 易 总 额 1000 多 亿 元 。

罗 湖 区 每 年 组 织 部 分 黄 金 珠 宝 企 业

参加瑞士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香

港国际珠宝展等珠宝专业展会。作为

工艺美术航母的工艺美术集聚区涵盖

七大工艺美术、家居饰品专业市场，经

营面积超过 40 万平方米，进驻 3000 多

家商户，展示了 2000 多名设计师的作

品，一举成为设计师的潮流风向标。

国际视野奠定罗湖文化品格
陈一锋

2001年 9月，深圳市罗湖区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先进区”称号，并于 2005年和 2009年通过“全国文化先进区”两次现场复查。日前，罗湖区又将迎来文化部

全国文化先进区的抽查。近年来，罗湖区坚持“创新开路、质量至上”的工作理念，把增强文化软实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提

升，努力打造深圳质量先行区，全面建设更繁荣、更文明、更幸福的新罗湖。

罗湖区文化品牌 09剧场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演职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打造

的“剧说系列”品牌，深受居民喜爱。

童话节主题活动的设计理念首先是播种真、善、美。

举办童话节的宗旨就是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梦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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