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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地道、品抗战饭、住农家院、享采摘乐

趣；与龙湾屯的老百姓坐在田间地头聊聊家乡

的变化；登高山，在晨光微露的那一刻记录小镇

最美的风景。作为北京乃至全国小有名气的红

色文化基地，焦庄户地道战遗址坐落在顺义区龙

湾屯镇，老电影《地道战》和最近播放的电视剧

《奇志》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摄。

近日，小镇举办的“十月金秋书画摄影展”共

展出来自各村、企事业单位的书画、摄影、手工艺

作品 60 件，这些作品都是当地艺术家或普通百

姓通过日常采风和实践得来，以丰富多彩的内容

突出了大美北京、大美顺义、大美龙湾的爱国爱

家情怀。其中，最具龙湾屯特色的展品——火烩

葫芦引得观众纷纷驻足、啧啧称赞。一位顺义当地

的书法家以“抗战老区迎盛世，兴邦伟业展宏图”一

联来形容今天的龙湾屯镇。

随着“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被更多人认同，实现文化和旅游的产业融合日

渐成为打造顺义新城的领路者们思考探索的道

路。除了以红色文化著称的龙湾屯镇，顺义区的

木林镇、张镇、大孙各庄镇及北石槽镇 5个乡镇凭

借各自特色，绘就了顺义大地上一道亮眼的五彩

浅山带。

为了对外展示 5 个乡镇的形象，在文化资源

的挖掘开发上，顺义区文化委员会以景区文化展

示作为市场营销手段、以诗书画等形式记录和宣

传五彩浅山历史、以文化创新为内容进行旅游纪

念品开发，丰富五彩浅山文化内涵。

去年 5 月，文化委员会启动了五彩浅山国际

休闲度假产业发展带文化资源大型图片展，编辑印

制了《顺义区五彩浅山民间故事选》、《顺义区五彩浅

山村名由来》、《五彩浅山民间歌曲选》、《五彩浅山书

画作品集》、《五彩浅山摄影作品集》系列丛书。

今年 2 月 26 日，北京顺义五彩浅山文化旅游

资源大型书画摄影提名展走进北京著名的艺术

品集聚区琉璃厂，58 位首都艺术家通过 151 幅

书画作品，15 名摄影家通过 120 件优秀摄影作

品，再次将五彩浅山的独特风貌呈现在观众面

前，为融田园山水于一体的五彩浅山开发战略

注入更多内涵。

未来，根据 5 个镇的文化特点，以葫芦山庄、

周庄的旅游演出为样板，顺义区文化部门将帮助

五镇以民族歌舞、地方小戏、民间花会打造民俗旅

游文艺演出项目。同时联合市级艺术院团编排整

场剧目《箭杆河边的新故事》，使其成为了解浅山

区文化发展的窗口。

“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

深厚的力量源泉，要为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者提供广阔舞台。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

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

活力得到充分发挥。”有了十八大关于文化建设

的精神引领，围绕顺义区“建设绿色国际港、打造

航空中心核心区”的目标，勇于创新的顺义人和

敢于担当的顺义文化工作者将以更贴近民心的

态度和更严谨的工作作风，把加强区域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文化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优

先谋划，全力保障，以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

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建设覆盖城

乡、布局合理、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

动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以更加开阔的思路和更为得力的措施建设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顺义样板。

（本版撰文：丁 杨 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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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义北京顺义：：深耕文化沃深耕文化沃土土，，打造魅力空港打造魅力空港
“顺义啊顺义，我可爱的家乡，田园滴翠翠，大地飘清香，燕山风吹拂着鲜花麦浪，潮白河流淌着玉液

琼浆……”在北京东北方向的顺义区，这是首人人都会哼唱的歌。多年来，勤劳善良的顺义人在 1021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耕耘着自己的中国梦。

作为北京东北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重点发展新城，顺义区既是首都国际航空中心核心区，也是服务全国、

面向世界的临空产业中心和现代制造业基地，“十二五”时期将建设成为面向北京东北部区域、具有核心辐射带

动作用的现代化综合新城。这个“新”字，不仅寄托了顺义人“腰包要鼓起来”的物质需求，更饱含了追求新面貌、

新生活、新境界的精神期待。

如何围绕全区“空港国际化、全区空港化、发展融合化”的理念，站在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的高度，塑造与

“国际空港”相匹配的文化内涵，解决区域内百姓日益高涨的文化诉求？顺义区文化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公共文

化聚焦基层、基层文化聚焦群众，不断打造功能完备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决策

部署下，顺义区文化委员会通过常态化文化活动的开展和品牌战略的实施，在调动老百姓参与文化活动热情的

同时，挖掘区域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批经得起群众和市场检验的文化精品。

今天，走进规划一新的顺义城区，在满眼葱郁中，我们总能不经意听见几句悠扬婉转的戏腔，听到文化大院

里传来的阵阵鼓点，看到文化广场上攒动的人群……一幕幕场景，成为对十八大报告中“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

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

社会免费开放”的生动阐释。

“北小营是个好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由

顺义本 土 作 曲 家 王 先 洲 创 作 的 镇 歌《北 小 营

是个好地方》成为流行歌曲在百姓中传唱。

11 月 的 北 京 ，天 气 虽 已 略 透 寒 意 ，但 在

顺 义 区 北 小 营 镇 ，农 闲 下 来 的 百 姓 仍 爱 扎 堆

在 镇 里 整 修 一 新 的 剧 场 。 地 方 敞 亮 不 说 ，音

响 设 备 也 高 级 ，一 直 以 来 都 是 区 级 大 型 文 化

活动的举办地，这台好戏还没散场，下场演出

就 已 提 上 日 程 。 演 员 虽 不 是 明 星 ，却 是 镇 上

小有名气的半个艺术家，观众虽说不上专业，

却热情参与，一派热闹景象。

今年 10 月，借助顺义举办第二十一届“十

月金秋群众书法、美术、摄影活动”和北京市第

二十五届农民艺术节暨顺义区 2014 年度“乡村

大舞台”群众文艺汇演的契机，包括北小营镇在

内的顺义区各单位、各系统广泛动员民间文化

团队和骨干力量，举办了 33 个基层书法、美术、

摄影、民间手工艺作品展览和遍及全区乡镇的

25 场群众文艺汇演，以一批承载中国梦想、弘扬

北京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凝聚了广大干部群

众的心。11 月 18 日，此次活动评选出的包括书

法、美术、摄影及民间手工艺作品在内的 150 件

优秀作品走进了顺义区文化馆进行展览，极大

鼓舞了老百姓自觉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

“自从镇里开始抓文化建设，我们部门开

展工作都跟着沾光。平日跟村里的乡亲们在

一起跳舞唱歌，还有文化能人把我们的工作编

成节目段子搬上舞台，把我们的工作理念传递

给老百姓。”北小营镇计生办主任赵晓慧说。

这仅是顺义区繁荣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随着顺义群众文化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无论是政府

引导下的文化活动还是群众自发性的文化活

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二 十 多 年 来 ，“ 二 月 新 春 ”“ 五 月 的 鲜 花 ”

“十月金秋”三大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深入人心，

覆 盖 了 歌 咏 、戏 曲 、音 乐 、民 间 花 会 表 演 及 书

法、美术、摄影等多种群众乐见的艺术形式，成

为顺义最具特色、全市公认的群众文化品牌。

结合三大活动，“高丽营杯”戏曲票友邀请赛、

“赵全营杯”民间花会大赛、“天竺杯”合唱大赛

等十大冠杯赛活动逐渐形成品牌，一些比赛的

影响力、参与面更扩大到全市。

文化活动的开展带动了文化队伍的不断扩

大，目前，顺义区共有文化活动团队 200 余支、

民间花会 280 多档、文艺演出团队 80 支。由政

府补贴的“文艺演出星火工程”和“周末场演出

计划”每年分别演出 800 余场和 70 余场，为全区

居民提供了优质的文化服务。

文化活动遍地开花离不开顺义区文化部

门常年来在文化建设上的持续投入。近年来，

顺义区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厅建

设为契机，探索文化资源整合工作，不断提升

社会文化建设服务管理水平。在“软件”上，顺

义区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运行、管

理机制，对基层文化干部、人员加强培训，对基

层文艺骨干加强辅导，并加强文化志愿者队伍

建设等。“年年有大赛、月月有演出、周周有活

动”形成常态，满足了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

高 丽 营 的 戏 曲 、马 坡 镇 的 书 画 、北 务 镇

的龙狮舞。多年前，位于北京东北角的这几

个 小 镇 在 偌 大 的 中 国 文 化 版 图 上 还 是 个 被

人忽视的小点，可经过当地文化部门一番打

造 ，通 过 特 色 文 化 精 品 化 ，不 少 乡 镇 过 关 斩

将 ，获 得 了 文 化 部 授 予 的“ 中 国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之 乡 ”的 美 誉 。 文 化 是 灵 魂 ，也 是 生 产

力，如果说常态化群众文化活动培养的是广

大百姓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自觉性，那

么，精品文化的挖掘打造则提升了区域文化

走出去的自信心。有了文化的滋养，不少地

区 发 展 起 旅 游 业 、文 化 产 业 ，连 招 商 引 资 也

红火起来。

张 淑 萍 是“ 戏 曲 之 乡 ”高 丽 营 镇 南 王 路

村出了名的戏曲票友。在她的影响下，一批

爱 唱 戏 的 票 友 自 发 组 成 了 北 京 圆 梦 晚 秋 艺

术 团 ，张 淑 萍 出 资 将 自 家 院 子 改 成 剧 场 ，用

于排练和演出。去年底，经顺义区文化委员

会 牵 线 搭 桥 ，中 国 评 剧 院 与 高 丽 营 镇 政 府 、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与南彩镇政府、北京市

曲剧团与北小营镇政府、北京戏曲艺术职业

学院与北务镇政府等签订了结对共建协议，

北京市市属院团将定期深入结对乡镇，对镇

里 的 业 余 文 化 团 队 从 理 论 到 实 践 进 行 全 方

位指导。

能 够 与“ 国 ”字 头 的 中 国 评 剧 院 结 成 对

子 ，张 淑 萍 打 心 眼 儿 里 高 兴 。“ 原 先 都 是 关

起门来在自己家里唱，也不知道真实水平怎

么 样 ，现 在 有 了 专 业 老 师 辅 导 ，我 们 一 定 能

站到更高的舞台上，把顺义人的幸福生活唱

到 更 广 阔 的 天 地 里 去 。”张 淑 萍 说 。 因 频 频

在“ 高 丽 营 杯 ”戏 曲 票 友 邀 请 赛 上 露 面 获

奖，张淑萍和她的艺术团已经成为区里小有

名气的戏曲团队。

更 可 喜 的 是 ，完 全 由 当 地 农 民 组 成 的

北 务 镇 龙 狮 舞 团 队 和 仁 和 镇 吴 家 营 顺 义 元

祥 艺 术 团 已 经 舞 出 国 门 ，登 上 了 莫 斯 科“ 北

京 文 化 节 ”、中 法 文 化 年“ 北 京 文 化 周 ”、香

港 回 归 、“ 神 舟 五 号 ”顺 利 返 回 、2014APEC

会 议 等 国 际 重 大 活 动 的 舞 台 ，通 过 市 场 化

运 作 、产 业 化 经 营 、企 业 化 管 理 ，为 促 进 农

民 致 富 增 收 、宣 传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起 到 了 积

极 作 用 。

作 为 北 京 面 向 世 界 的 一 扇 窗 口 ，顺 义 既

要跟随时代潮流，也要引领潮流。在文化强

区的建设之路上，勇于创新开拓的顺义人并

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少亲眼见证顺

义区发展变化的文艺工作者，也通过一批原

创精品赞颂家乡、讴歌时代。

2013 年 ，由 顺 义 区 文 化 委 员 会 与 北 京 凌

空 评 剧 团 联 手 打 造 并 由 区 文 委 胡 广 星 编 剧

的 大 型 新 编 历 史 剧《大 汉 名 臣》面 世 。 该 剧

把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生 动 活 泼 地 体 现 在

文艺创作之中，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

历 史 观 、民 族 观 、国 家 观 、文 化 观 ，赢 得 了 戏

迷 的 赞 誉 ，“ 这 部 戏 堪 称 当 下 新 编 历 史 剧 的

精品力作之一！”“顺义发展得太快了！每年

一出新戏，一年比一年经典。”……从顺义区

影 剧 院 的 方 寸 舞 台 到 中 国 评 剧 院 的 专 业 舞

台，再到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九州大戏台》

的全国大舞台，《大汉名臣》从北京东北部一

跃成为全国戏曲舞台上的明星。这部继《绿

色恋歌》、《灶王爷》、《酒魂》、《恩怨亲家》之

后又一台反映顺义本地风土人情、历史典故

的评剧大戏，曾作为 2013 年北京金秋优秀剧

目展演的代表剧目在全市巡演，展示出顺义

人 紧 跟 时 代 、紧 贴 人 心 、紧 抓 市 场 的 蓬 勃 创

造力。

频 频 亮 相 的 不 只 戏 曲 舞 台 ，还 有 电 视 荧

屏 和 文 学 高 地 。 由 顺 义 本 土 作 家 马 成 编 剧

的 40 集 电 视 剧《奇 志》在 中 央 电 视 台 播 出 ；

顺义区作协主席高国镜的散文集《太阳照耀

我 们》荣 获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第 五 届 全 国 冰 心

散 文 奖 ”；王 玉 玺 编 导 的 龙 狮 舞 参 加 了“ 第

十 届 山 花 奖 ”舞 龙 大 赛 并 荣 获 银 奖 ；区 摄 影

家 协 会 李 宗 印 作 品《荷》荣 获 中 国 摄 影 家 协

会 艺 术 大 展 金 奖 。 此 外 ，许 福 元 的 小 说 集

《半 夏》和《仲 秋》、胡 广 星 的 小 说《冀 东 风

云》、王 克 臣 的 长 篇 小 说《风 雨 故 园》、路 俊

杰 的《鼓 板 传 情》、王 先 洲 的《王 先 洲 音 乐 作

品 集》、谢 旺 的《国 家 艺 术 人 物 谢 旺 专 刊》等

近 百 部 优 秀 文 艺 作 品 先 后 出 版 并 荣 获 了 国

家级、市级奖项 40 个，“顺义文化大军”正成

为业界人士津津乐道的现象。

文化活动常态化，百姓登台唱主角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中）到顺义雅昌艺术中心视察调研，顺义区委书

记王刚（右）陪同调研

文化特色品牌化，精品佳作谱新篇

文化表达多样化，因地制宜谋发展

顺义区文化委举办端午节文化演出活动

顺义区编排的历史评剧《大汉名臣》参加 2013

年北京金秋优秀剧目展演民间花会进社区

2014年顺义区举办“乡村大舞台”活动

顺义区委常委、副区长于庆丰（右二），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承继（左二）参观五彩浅

山文化旅游资源大型书画摄影提名展

2014年“五月的鲜花”活动启动仪式

顺义区参展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