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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6 日至 10

日，由海洋日 组 委 会 、海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的“ 沧 海

颂 —— 中 国 海 洋 画 派 作 品

三 亚 展 ”在 海 南 省 三 亚 市

半岛藏家艺术中心举行。

此 次 展 览 是 2015 世 界

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系

列活动之一。展出的作品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

自然、海洋人文等为题材，展

现了我国海洋强国崛起的时

代风采，呈现出鲜明的海洋

特色。

此次参展的 15 名画家

均为中国海洋画 派 研 究 中

心创作部成员、中国海洋画

家协会会员。多年来，他们

在中国海洋画创作上取得

了骄人成就，此次展览集中

展示了他们创作的精品力

作 50幅。

（章 则）

一提起东北的群众文化活动，很多

人想起的不是大秧歌就是广场舞。然

而，在吉林省长春市，人们看到的却是

另外一番景象，群众文化活动既丰富

多彩又热热闹闹。

6 月 1 日，由吉林省长春市文广新

局、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主办，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净月街道办

事处承办的“2015 长春市群众文化活

动启动季系列演出活动”在长春市净

月开发区园丁花园广场举行，丰富多

彩的节目看得人眼花缭乱，妙趣横生

的演出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进社区、进街道，越办越亲民

从 5 月 21 日开始，每逢华灯初上，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园丁花园小区的广

场上都会聚满居民。本届群众文化活

动持续 10 天，包括 2015 长春市群众艺

术团舞蹈大赛决赛、社区艺术团专场

演出、大学生精品展演、少儿精品展演

等。在先进的声、光、电和舞美的映衬

下，每支队伍、每个演员都在尽情展示

着自己的风采。

据净月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

衣淼介绍，每个专场都有 10余个节目，

不仅有喜庆的歌舞类演出，还有语言

类、戏剧类节目，演员都是来自基层的

业余演员。为了深入社区开展好延伸

服务，在启动季，每场演出结束后，主

办方还为社区居民举办公益拍摄“全

家福”活动。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吸引了

众多居民参与，在活动现场，演出晚上

7 点才开演，可是 6 点多广场上就挤满

了观众。一位大娘一边和人打招呼一

边说：“我怕迟到没座位，5点就把饭做

好了，儿子下班刚到家，我就来了。”

老少齐上阵，赢得满堂彩

《满堂红》演绎得红红火火，《卓

玛》跳 得 收 放 自 如 ，等 到 演 员 下 场 ，

人 们 才 发 现 ，表 演 者 竟 是 一 群 年 过

六 旬 的 阿 姨 。 据 带 队 的 孔 阿 姨 介

绍 ，她 们 都 是 来 自 园 丁 艺 术 团 的 老

演员。今年恰逢园丁艺术团建团 10

周年，为了准备当晚的演出，她们早

晨 8 点就过来彩排、走台。孔阿姨原

本住在园丁花园，后来搬家了，来回

路 程 将 近 3 个 小 时 ，但 是 只 要 有 活

动，她每场必到。

与老当益壮的阿姨们相比，大学

生 们 的 表 演 则 是 动 感 十 足 、活 力 四

射。虽然近两年长春市各大高校的文

化活动非常活跃，但大部分是“单兵作

战”，大多局限于校园内部，比如，吉林

艺术学院大学生艺术节已经举办了

17 届，吉林动画学院艺术节也由学生

们亲手操办了十几年。为了将这些

资源整合起来，将优秀的志愿者队伍

投入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长春

市群众艺术馆和多所高校的艺术团

体签约，共同开展文化活动，打造新

校园文化。

在彩排现场，来自吉林农业大学

龙林武术协会的 10位大学生正在练习

双截棍。据来自湖南益阳的大二女生

李 玉 霞 介 绍 ，龙 林 武 术 协 会 成 立 于

2002 年 4 月，很多大学新生都争先加

入，每天要训练 3次，每次一个小时，从

基本功练起到熟练自如地舞动双截

棍，他们用了半年的时间。这其中，虽

然充满了汗水与艰辛，但是意志品质

与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

魔术小子受追捧，社区街道有能人

据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刘平

介绍，经过多年的发展积淀，长春市

涌 现 出 一 大 批 优 秀 的 群 众 艺 术 团

体 ，极 大 地 丰 富 了 市 民 的 业 余 文 化

生 活 ，而 这 主 要 得 益 于 对 基 层 文 化

机构的大力扶持。

2014 年 11 月 27 日，长春市群众艺

术馆净月街道分馆正式开馆，长春市

群众艺术馆市民艺术学校净月街道分

校也正式开课，这让不少文艺爱好者

开心不已。

据介绍，净月开发区共有 13 个社

区，每个社区都有艺术团，为了能集中

为这些艺术团提供专业化的培训，长

春市群众艺术馆决定分馆与分校同时

成立。“与以往的社区培训基地不同，

分校模式更加正规，规模也更大。”刘

平表示，这也是群艺馆在公共文化服

务方面进行的新探索。

正是因为有了政府和有关机构

的大力扶持，来自基层的文艺爱好者

才能脱颖而出。谈起与魔术结缘的

经过，长春市群星 艺 术 团 魔 术 师 李

展 杰 激 动 地 说 ，那 一 年 ，刘 谦 首 次

登 上 央 视 春 晚 舞 台 ，出 神 入 化 的 表

演 让 正 在 上 高 一 的 他 痴 迷 不 已 。

但 是 ，李 展 杰 的 父 母 当 时 十 分 反

感 ，觉 得 他 不 务 正 业 ，更 怕 孩 子 将

来 找 不 到 正 经 工 作 。 可 是 李 展 杰

爱 上 了 魔 术 ，四 处 拜 师 学艺。经过

多年的苦练，现在他已经成为小有名

气的魔术师。

如 今 ，越 来 越 多 的 文 艺 爱 好 者

走 上 舞 台 ，在 推 动 长 春 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丰 富 市 民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方 面 ，他 们 是 新 生 代 ，更 是 主

力军。

一大波网络小说、游戏与电视荧

屏融合，已成井喷之势，普通人也可以

通过众筹拍剧、拍综艺……

在第 21 届上海电视节开幕之际，

记者盘点梳理中国电视荧屏生产力再

升级的四个关键词：

“互联网+”

“互联网+电视荧屏”究竟会产生

哪些不可思议的化学效应？被写入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互联网+”新

概念，正在推动中国电视内容生产和

制播平台的大转型。

从 2014年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通

过互联网风靡中国，到 2015 年《何以

笙箫默》、《花千骨》、《琅琊榜》等一批

源自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的影视大制

作纷纷登场。互联网正在从单一的

传播平台，向孕育电视内容的制播平

台演变。

种种迹象表明，“互联网+电视荧

屏”不只是内容生产上的“1+1＞2”，更

意味着平台的叠加效应和几何级数的

产能增长。时下阿里、腾讯等相继聚

焦荧屏内容生产，并将一套互联网化

的资本运作模式带入影视界，各种“盒

子”的诞生以及众筹模式下文化娱乐

的生态链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无疑，“互联网+”将成为本届上海

电视节最炙手可热的词汇。

知识产权热

“一大波 IP（知识产权）正在袭来”

与“互联网+”相伴而生的影视行业新

热词，无疑当属网络文化娱乐领域的

“知识产权”概念，即众多影视作品制

作人挂在嘴边的“IP”。

在我国影视制作领域，早期主要

依托职业编剧独立完成剧本。如今则

发生了一些变化，网络上已经积聚了

大量人气、显露出潜在经济效益的现

成小说版权、游戏版权，乃至流行歌曲

版权，成为影视出品方购买并改编的

大热门。

从顾漫的《何以笙箫默》摇身变出

电视剧和电影两个版本，到饶雪漫的

《左 耳》、《沙 漏》被 陆 续影视化，《诛

仙》、《鬼吹灯》、《盗墓笔记》、《古剑奇

谭》等一批知名的网络版权载体，也都

已经或即将以改编的影视形象出现在

观众面前。

业内人士分析，对已有较高知名

度 的 版 权 作 品 进 行 采 购 和 改 编 ，本

身 是 对“ 互 联 网 +”生 产 力 的 尊 重 和

认 可 ，但 购 买 和 改 编 网 络 版 知 识 产

权 ，也 应 与 耐 心 培 育 一 批 原 创 剧本

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继《步步惊心》等作品被搬上荧屏

后，作家桐华的新剧《抓住彩虹的女

人》正在热播。在她看来，面对这波知

识产权热，还得“且行且看”，从把握品

质的角度看，“不太可能像之前那样简

单地授权出去。”

“一剧两星”元年

中国电视剧的年产量已连续多年

保持世界第一，在 2013 年理性回落到

1.5 万集后，2014 年略有回升，产量接

近 1.6 万集。这种稳定在 1.5 万至 1.6

万集之间的盘整，部分得益于 2014 年

宣布、并于 2015年初正式实施的“一剧

两星”的政策调控。

业内人士预计，本届上海电视节

期间“一剧两星”元年的话题将持续火

爆，牵动荧屏内容制播的发展和方向。

自 2015 年初，一部黄金档的电视

连续剧最多在两大卫视频道进行联合

首播，而早前一般可以是三到四大卫视

频道合作播出。一般认为，近年来剧价高

企、演员片酬不断上探“天价”，与卫视之

间“合资拼剧集、拼收视”有直接关系。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副主任金文雄曾透露，从“一剧两星”

逐步过渡到“一剧一星”将是大趋势，

一方面是促进行业内部优胜劣汰，另

一方面也要进一步挤掉影视剧拍摄过

程中成本与质量背离的水分。

综艺“中国模式”

新版“限秀令”或将实施？本届上

海电视节开幕前夕，综艺节目热愈演

愈烈，哪些才是真正有内涵、有潜力的

“中国模式”值得业内反思。

从早年亦步亦趋的“山寨”模仿，

到后来大举购买海外模式，中国综艺

节目在走出一道上升弧线后，如今原

创综艺节目仍处在“外行看热闹，内行

少门道”的迷惘期。

从 当 初 红 极 一 时 的《中 国 达 人

秀》、《中国好声音》，到最近两年的《爸

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综艺模

式，至今年下半年，各大卫视已储备

的综艺“新货”又有近 30 档，涉及户

外探险、婚恋、歌唱、才艺、益智等内

容，但哪些才是真正的综艺“中国模

式”，仍是一个悬念。

长期从事综艺模式引进和研发的

世熙传媒董事长兼总裁刘熙晨认为，

中国电视行业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仍很

低，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工业化生产方

式，这种情况下很难创造出完全原生

态的综艺“中国模式”。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汉字听

写大会》、《成语英雄》、《文学英雄》等

一批富含中华文化元素的节目或许

可以在研发之路上有所创新，随着电

视 行 业 的 发 展 ，中 国 有 望 成 为 继 英

国、荷兰、美国等之后的综艺模式产

业“新星”。

（新华社上海 6月 7日电）

5 月 20 日凌晨两点半，家住四川省

内江市市中区交通路的居民石荣琼就

起床了。穿上厚厚的外套，戴上帽子，

她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后，便急匆匆

地赶到上南街的内江剧场排队领票。

“我们这代人都是看着川剧长大的，今

晚有内江、绵阳、遂宁三地川剧文化交

流展演，来晚了可就没票了。”石荣琼告

诉记者，近几年，内江市川剧团每月都

会有好几场惠民演出，由于戏票有限，

她经常半夜起来去排队领票，由此还结

识了很多喜爱川剧的老年朋友。说到

这里，石荣琼已经和一起排队的戏友聊

起了即将上演的新戏。

据了解，自 2013年 1月起，内江市启

动了“文化惠民·月月看大戏”活动，每

月演一场，到 2015 年，每月至少演出 4

场，为百姓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1950 年组建的内江市川剧团是川剧

“资阳河”流派的代表剧团，上世纪 50 年

代创作演出的一批经典剧目享誉四川

省，被誉为“全省八大剧团之一”。特别

是在 80 年代，该剧团创作的川剧《张大

千》进京演出引起轰动，得到中央领导

同志的肯定和首都文艺界专家们的称

赞。“上世纪末，戏曲遭遇困境，演出入

不敷出，剧团负债严重。”内江市川剧团

团长刘佩全告诉记者，为给职工发放工

资，剧团被迫于 1997 年将剧场出租给外

人作酒楼，但仍然坚持每月在酒楼举办

一场惠民演出，同时探索发展之路。

据刘佩全透露，内江市川剧团能够

得到新生，离不开近年来内江市委、市

政府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视。记者了

解到，内江市川剧团于 2011 年 6 月成为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阳河川剧艺

术”传承保护单位；2012年 4月，被命名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习展示基

地”。刘佩全清晰地记得，2014 年 4 月，

内江市委主要领导到川剧团调研时，对

剧团发展寄予厚望，并明确要求有关部

门给予帮助、支持。“这让剧团的全体人

员激动不已，大家的心气一下子提起来

了，此后进行的剧场装修和内部改革都

顺利推进。”

历时 3个多月、投资 200余万元修葺

一新的内江市川剧团内江剧场，一改过

去陈旧落后的面貌，先进的电子显示

屏、新铺装的舞台、舒适的座椅……“这

么好的硬件条件，我们过去想都不敢

想。”内江市川剧团副团长李笑都说，升

级后的剧场不仅增加了演出场次，还成

为川剧交流的主阵地。

5 月 20 日，由内江市川剧团创意发

起的“川剧的声影——内江、绵阳、遂宁

三地川剧文化交流展演”在内江剧场举

行，同样以文化惠民的形式免费为观众

演出。据刘佩全介绍，长期的惠民演出

多数以传统剧目为主，借此交流演出的

机会，内江市川剧团拿出了新编古装红

楼戏《探春治园》，并安排青年演员担纲

主演，在传承和发展“资阳河川剧艺术”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样的场面

已是多年没见到了。”演出现场，内江市

川剧团一位老职工感慨地说。

有了全新的阵地、固定的演出，内江

这个出了名的川剧“戏窝子”按捺不住

了。记者了解到，川剧“资阳河”流派是常

年在以内江为中心的 16个州县演出的川

剧戏班，在长期演出活动中形成的一种

艺术风格和特色，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每逢演出，演员们倾情表演，观众掌声、

叫好声不断，剧场里座无虚席。“部分市

民无法入场，便站在剧场门口观看。”内

江市川剧团办公室主任罗丹凤说，良好

的群众基础使得惠民演出“一票难求”。

谈到剧团未来发展，刘佩全充满信

心地说：“传统川剧中有很多符合当代

审美的元素，我们除继续加大惠民演出

的力度外，在内容和形式上还要不断创

新，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加强与周边

剧团的交流合作，丰富演出内容。”

“互联网+”、知识产权热、“一剧两星”元年、综艺“中国模式”——

电视荧屏生产力再升级的关键词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周文其 吴 霞

美国当地时间 6 月 2 日晚，“济南杂技团粉墨剧院”揭牌仪式在美国密苏里州布兰森市举行，这是我国山东济南首个在美国以专

业剧团剧目名称命名的剧场。6月 2日也被定为布兰森市的“中国杂技日”。当晚，近 2000名观众观看了济南市杂技团演出的杂技剧

《粉墨》。布兰森市市长凯伦·贝斯特、济南市杂技团团长邓宝金、布兰森市商会和当地剧院联盟负责人共同为“济南杂技团粉墨剧

院”揭牌。济南市杂技团自 2014年开始在美国布兰森市进行驻场演出，截至目前已演出 160余场，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市场反响热

烈。图为揭牌仪式现场。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文 济南市杂技团 供图

吉林群文活动：参与多、乐趣多、故事多
苏志坚 杨同娜

中国海洋画派

作品亮相三亚

惠民惠到点子上 戏剧演到戏窝里
———四川省内江市川剧团百场惠民演出侧记—四川省内江市川剧团百场惠民演出侧记

本报实习记者 付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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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2014 年，国家继续大力开

展人权教育，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孝敬

教育、诚信教育、勤俭节约教育，培育传

承优良家风、校训、企业精神和乡贤文

化、节日文化，制作刊播“图说我们的价

值观”公益广告；深化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创建，推进文明旅游；通过

网上《好人 365》专栏等系列活动，推出

一批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全年

共推荐好人好事线索 4 万多件，至 2014

年底，仅新浪微博阅读量已突破 1.7 亿，

形成了向上向善的强大社会力量。

公 民 言 论 自 由 权 得 到 有 效 保 障 。

2014 年，中国出版各类报纸 465 亿份，各

类期刊 32 亿册，图书 84 亿册（张），人均

图书拥有量 6.12 册（张）。截至 2014 年

底，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 6.5 亿，互

联网普及率为 47.9%。其中手机即时通

信网民 5.08 亿，比 2013 年增长 7683 万，

年增长率达 17.8%。全国前三大互联网

应用——即时通信、搜索引擎和网络新

闻，用户规模分别达到 5.88 亿、5.22 亿和

5.19 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4.33 亿，

微博客用户规模为 2.49 亿，微信公众账

号数超过 800 万，微信和 WeChat的合并

月活跃账户数近 5 亿。公众通过新闻传

播媒介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建

议，讨论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政府

鼓励各类企业依法依规为公众提供丰

富多样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为公众

获取和交流信息创造良好环境，日益清

朗的网络空间成为民间获取信息和表

达意见的重要场所。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不断发展。民

族 地 区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进 一 步 完

善。民族自治地方仅省、市两级就有广

播电视播出机构 104 座，开办广播节目

191 套，其中民族语广播节目 45 套；开办

电视节目 215 套，其中民族语电视节目

42 套。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有各类文化

机构 5 万多个。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

活动累计招募近万名文化志愿者，为边

疆民族地区举办演出、讲座和展览 1200

多场（次），培训 7000 多人（次），受益群

众数百万人。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实施

“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藏羌彝文化

产业走廊”建设项目，构建广覆盖、高效

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

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

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国家继续切

实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行政司法、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教育等各领

域的合法使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

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 21 种少数民族语

言进行播音。西藏自治区共有 10 种藏

文杂志、22 种藏文报纸，西藏人民广播

电台开办有 42 个藏语栏目，西藏电视台

藏语卫视 24 小时播出。全国共 1.2 万多

所学校开展双语教学，接受双语教育的

学生达 400 多万人，双语教师有 20 多万

人。西藏自治区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双

语教学的学生有 40 多万人，占在校生总

数的 97%。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文物古迹

得到有效保护。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得到进

一步加强。西藏自治区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近 800 个，藏戏和《格萨尔》史

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58 部珍贵古

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14 年，布

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

物保护维修工程收尾，这是西藏文物保

护史上中央政府投资最多、工程规模最

大、科技含量最高、施工工艺最为复杂

的文物维修工程，累计投资 3.8 亿余元。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

目成功申遗，其中包括新疆北庭故城等

6处遗址点。

残 疾 人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进 一 步 完

善。2014 年，全国近 5 万所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已实现无障碍进入，有条件

的文化站专门配备康复训练设施和适

合残疾人使用的文化娱乐器材。全国

公 共 图 书 馆 盲 文 图 书 藏 量 超 过 80 万

册 ，盲 人 阅 览 室 坐 席 数 达 18 万 多 个 。

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群艺馆）以“全国

助残日”“国际助残日”“全国爱耳日”等

为契机，广泛开展慰问演出、文化培训

和资源配送等活动。国家为参加 2014

年高考的盲人提供盲文考卷、电子试

卷，或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对考生提供便

利协助。 （欣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