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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修兵）6 月 13 日，

2015年“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重

庆大足举行。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励小捷，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燕平，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

强、副市长谭家玲、市政协副主席谢小

军，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等出席相

关活动。

今年“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

主要集中在大足宝顶山石刻区与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举行。其中，大足宝顶

山石刻区活动包括大足石刻博物馆开

馆、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竣工

仪式等；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的

活动包括“记忆·传承·中国梦——全国

‘十二五’文物保护成果展”、中国传统

村落摄影展、第二届“丹青记忆·守望家

园 —— 中 国 文 化 遗 产 美 术 展 ”，以 及

2015 年白鹤梁·内水文化遗产保护与利

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励小捷在活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今年“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的各项活

动，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文物

保护工作的成就和全社会关心支持参

与文物保护的可喜变化。要进一步落

实各级政府的文物保护责任，提升文物

展示利用水平，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

识，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发展、惠及民

生，为我国文物事业发展作出新贡献。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

护工程，因其体量大、结构复杂、技术难

度高，被国家文物局列为我国石质文物

保护的“一号工程”。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联合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

项目团队，历时 8 年艰苦攻关，创新性地

运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深入发掘传统

工艺的优秀成果，解决了保护修复中的

一系列技术难题，终于竣工并正式向社

会开放。

“记忆·传承·中国梦——全国‘十二五’

文物保护成果展”全方位、全景式展示

了“十二五”时期世界遗产申报管理、抗

战文物保护利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大遗址保护等工作成果。中国传统村

落摄影展用镜头记录我国传统村落保

护成果。第二届中国文化遗产美术展

则用绘画形式反映今年我国世界文化

遗产申报项目——土司遗址。

“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在渝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茜）6 月 13 日晚，

参加 2015 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的评

剧现代戏《从春唱到秋》在北京梅兰芳大

剧院演出。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出席并观

看演出。

以戏曲大师为主人公的“人物传记

体”戏曲作品，容易得到戏迷的欢迎和共

鸣。河北省唐山演艺集团评剧团为将评

剧的创始人搬上舞台，邀请孙德民、王景

恒编剧，梅花奖演员张俊玲担纲主演。

该剧展现了成兆才为评剧改革发展呕心

沥血、无怨无悔的故事。剧中，张俊玲为

饰演好成兆才专门剃了光头，从年轻一

直演到 50 多岁，其扮相年轻时潇洒、老

年时沉稳，演唱游刃有余，被观众评价为

“舞台上的成兆才活了”。

尽管“人物传记体”戏曲容易有“好

人缘”，但受到观众广泛认可的却不多，

有些作品写成了“编年体”，舞台人物立

不住，很有创排难度。唐山演艺集团副

总经理张顺明说：“《从春唱到秋》2010

年推出 5 年来数易其稿，演出 200 多场，

至今仍在打磨。”《中国戏剧》主编赓续华

认为《从春唱到秋》接地气、很平和，不是

高大全，更侧重挖掘成兆才生活的点点

滴滴和唱戏人的艰辛与不易。

评剧《从春唱到秋》“唱活”成兆才

（上接第一版）

——大力实施适应艺术发展新形

势新要求的重大工程。实施精品战

略，加强对优秀作品创作生产的规划

指导；建立健全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长效机制；实施西部地区艺术

创作提升计划；组织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艺术传承和发展计划，加强对京剧、

昆曲、地方戏、民族音乐舞蹈、曲艺杂

技、木偶皮影的扶持；建立优秀保留剧

目名录制度；加大优秀文艺作品宣传

推广力度；建立健全反映文艺作品综

合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深化文华奖

评奖改革，加快实施“艺术评论体系构

建和引导计划”；实施国家美术收藏和

发展工程。

——加快培养德艺双馨的文艺人

才队伍。选好配强领导班子，把德才

兼备，懂管理，爱艺术，能与艺术家打

成一片的人安排到领导岗位上；实行

“艺术人才培训计划”，培养创作表演、

舞台美术、理论评论、教育传播、生产

经营、组织管理等各类紧缺人才和领

军人才；加强对歌手、自由作家、自由

演艺人等特殊性文化群体的引导，发

挥其积极作用。

——加强剧场、排练厅、美术馆等

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布局，加快中西

部 地 区 、基 层 及 城 市 中 小 型 剧 场 建

设。规范专业剧场、美术馆的建设、运

营和管理。

——完善科学有效的制度措施和

法律法规。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党

领导文艺工作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以

法 律 法 规 、制 度 办 法 的 形 式 固 定 下

来。加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的修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努力强化财经政策支持。健

全政府采购、项目补贴、贷款贴息、税

收减免等制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文艺创作和公益性演出。

——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要

分类指导，加快发展，增强活力，壮大

实力。推动转企院团建立有中国文化

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研究保证转企

院团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障性政

策，推动转制院团建立科学的绩效考

核体系，突出社会效益，合理考虑经济

指标。保留事业性质院团要深化用人

机制、分配机制、保障机制等内部改

革，实行企业化管理，解决人员能进不

能出、机制僵化等问题。

总之，以政策措施夯实艺术繁荣

发展的坚实根基，文艺事业才能有持

续发展的繁荣盛况，文艺高原上才能

崛起一座座岸然挺立的时代高峰。乘

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强劲东风，相信

文艺百花园一定会再次迎来千红万

紫、争奇斗艳，充满希望、生机和活力

的美好春天。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够

更好地肩负起伟大时代和人民赋予

的光荣使命，进一步开创文艺创作和

文 艺 事 业 繁 荣 发 展 的 新 局 面 、美 光

景、好前程！

（上接第一版）

1984 年 4 月，乔石同志兼任中共中

央组织部部长。他坚定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

专业化的方针，大胆启用和培养中青年

干部，大力推动干部队伍第三梯队建

设，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扎实

推进整党工作，积极落实干部政策特别

是知识分子政策，有力推动了组织战线

的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和新时期新老

干部的合作与交替，为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5 年 7 月，乔石同志任中共中央

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 9 月，增选为中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中 央 书 记 处 书 记 。

1986 年 4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认真贯

彻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加强

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在推进民

主法制建设、依法管理、加强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保障社会安定等方面倾注了

大量心血。他深入研究新时期社会治

安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探索形成改革

开放新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泛依

靠群众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作

出了贡献。

1987 年 11 月，乔石同志当选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认真贯彻

从严治党方针，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制定完善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把惩治

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

1989 年 3 月，乔石同志兼任中共中

央党校校长。他大力推进深化党校改

革，强调理论学习和教育是加强党的领

导和建设的一条根本措施，要加强干部

理论教育，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道路。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

后，乔石同志积极支持、大力宣传邓小

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

1992 年 10 月，乔石同志当选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常委。1993 年 3 月，当选为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他高度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建设、立法工作、监督工作。1992 年

11 月，乔石同志兼任宪法修改小组组

长。该宪法修正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通过，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

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指导地位。乔石同志任职期间把加快

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出台了一

批重要经济法律，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任期内审议通

过法律和有关法律决定草案百余件，为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

了坚实基础。

1998 年 3 月，乔石同志不再担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从领导岗

位上退下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

业的发展，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

导，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特别是十分关注民主法制建设，关注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表现出一个

老共产党员的赤诚与忠贞。

乔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

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

生。在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

主义崇高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

限忠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鞠躬

尽瘁。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

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

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乔石同志永垂不朽！

以政策措施夯实艺术繁荣发展的根基

本报讯 （驻 陕 西 记 者 秦 毅）“ 全

省宣传文化系统要增强机遇意识、责

任意识、精品意识和群众意识，精心策

划，认真准备，努力把‘十一艺节’办成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陕西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近日在陕西

西安部分省直院团调研第十一届中国

艺术节筹备工作情况时说。景俊海一

行先后到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省京

剧院、省歌舞剧院，调研大型话剧《灯

火阑珊》、京剧现代戏《风雨老腔》、民

族交响音乐会《大音长安》等的排练情

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景俊海说，“十一艺节”是陕西省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和来陕视察重要讲话精

神，展示陕西文化艺术的重要平台，是促

进陕西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重大机遇。

各级文化部门和演出团体要抓好剧本创

作，注意历史与现实结合，把好价值观，

突出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唱响中国梦。

要选好导演精心编导，配好队伍反复打

磨，邀请专家进行文艺批评和现场指

导。要用好观众观感建议，建立听取群

众意见的有效机制，努力打造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剧目。要尽快

制定宣传方案，把艺术节的宣传与陕西

省参演剧目及筹备情况相结合，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形成人人皆知、万众关心、

踊跃参加的生动局面。

座谈会上，陕西省文化厅厅长刘宽

忍分别从舞台艺术、美术书法摄影、群众

文化活动、宣传推广等方面介绍了筹备

工作情况。

陕西积极筹备“十一艺节”

6 月 13 日，是我国第 10 个“文化遗产日”。为展

示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公众保护传承我国优秀文化

遗产的意识，各地举办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展

示、展演、宣传活动。

北京 6 月 13 日，由恭王府与中国社科院联

合组建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技艺研究教

学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这意味着“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与传统技艺研究”将正式纳入社科院专业

硕士研究生教学与科研领域。恭王府还举办了“影

舞人生”传统皮影精品展演、“良辰美景·恭王府非

遗演出季”等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珍贵古籍雕版展——“册

府千华”珍贵古籍雕版特展 6 月 12 日在国家典籍博

物馆开幕，共展出 10 余家单位和个人收藏的 147 块

雕版以及早期珍贵雕版印刷文献。当日，由文化部

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展”在国家典籍

博物馆拉开帷幕，展览将持续一个月。

6月 14日，“流光溢彩——漂亮的兵马俑灯笼展”

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行，来自北京黄胄小学的 100名

小学生将装有心愿的密封袋放进陶质兵马俑里，埋于

炎黄艺术馆后院，并相约5年后打开心愿纸条。

6月 13日，在金庸联手连丽如“北京评书”《鹿鼎

记》改编创作、公益演出启动仪式上，经金庸本人授

权，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将改编授权转授予连丽如

及其弟子王玥波和再传弟子张硕等 7人。

（屈菡、薛帅、陈曦、胡克非）

内蒙古 6月 13日，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

在赤峰市博物馆广场举行。当日开展的内蒙古自治

区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汇报展全面展示了内蒙古申报

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遗产地——红山、魏家窝铺、辽上

京、辽祖陵、阴山岩刻等文物古迹。在非遗展览区，还

举办了蒙古民族习俗展，展出勒勒车、蒙古包、乌力格

尔、马鞍子制作、奶食品制作技艺等。 （阿勒得尔图）

辽宁 6月 13日至 14日，辽宁省文化厅和朝

阳市人民政府在朝阳市举办了辽宁省非遗展示展

演活动。辽宁省非遗保护中心选调的上百个项目、

300多名传承人和项目代表参展。

由辽宁省文化厅、省文物局、鞍山市政府主办

的第 10 个“文化遗产日”辽宁主场城市（鞍山）活动，

6 月 13 日在鞍山博物馆开幕。“文化遗产知识竞赛”

和“鞍山市十大文物景观”评选活动得到了广大市

民踊跃支持和参与。

此外，辽宁省博物馆开展了走进学校、社区、乡

村等活动，沈阳市举办了非遗博览会，大连市举办

了 2015年鼓舞龙腾全国邀请赛等。 （袁 艳）

黑龙江 6 月 13 日，黑龙江省 2015 年“文化

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哈尔滨市阿城区举行，非

遗授牌、捐赠、技艺展示、演出、展览五大板块，让上

万名观众领略了黑龙江非遗的魅力。35 名国家级

或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获颁首届黑龙江非

遗传承人薪传奖证书及奖金，9 家单位获颁首届黑

龙江省非遗研究基地牌匾，16 家单位获颁首届黑龙

江省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牌匾等。此外，薪传

奖获奖传承人向哈尔滨三五集团非遗展馆捐赠代

表性作品 12件；10多位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场

表演了非遗技艺；同江市赫哲族伊玛堪艺术团和阿

城民间艺术团联合打造了综艺晚会。 （张建友）

安徽 6 月 12 日，“文化遗产日”安徽省主场

活动在芜湖举行。“安徽民歌精粹展演”活动中，五

河民歌等国家级、省级民歌类非遗项目悉数登场，

《王三姐赶集》等 20 余首安徽经典民歌精彩演绎。

该活动先后走进安徽师范大学和芜湖县湾沚镇三

元村。当日，安徽省文化厅还与安徽师范大学在芜

湖签署协议，将深度合作培养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人

才和各类文艺人才。

6 月 13 日，安徽各地举办了“精彩非遗走进美

好乡村”活动，在乡村进行非遗展示。合肥市和安

徽博物院组织非遗传承人走进省博，展示各自拿

手绝技。 （乔国良）

福建 6 月 13 日，由福建省文化厅举办的

“忘不了的乡愁——派江吻海、山水相依的八闽古

村落古民居”摄影展暨第 10 个“文化遗产日”系列活

动在福建博物院举行。福建省第四批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授牌暨《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图

典》首发式同时举行。

“文化遗产日”前后，福建举办了“福建文化宝

岛行·福建非遗精品展”，在福州市三坊七巷举办闽

台木偶节，在福州、泉州举办保护非遗培训和福建

木偶戏传播推广活动，以及“西安鼓乐”走进福建师

范大学、厦门大学等活动。 （黄国勇）

江西 6月 11日，由江西省文化厅、南昌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非遗进校园活动在江西南

昌莲塘三小举行。此次活动既有莲塘三小师生们表

演的朗诵《朱子家训》和省级非遗项目南昌采茶戏，也

有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朱子艺苑的砚艺

表演和书法展示。活动间隙的非遗知识问答，使现场

气氛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江西省文化厅社文处负责

人表示，相比起采茶戏，制砚技术和书法对小学生来

说会稍显枯燥一些，通过生动的砚艺和书法表演能够

让他们对这些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柯中华）

湖北 6 月 10 日晚，为迎接第 10 个“文化遗

产日”、传承湖北省非遗项目——煨汤技艺，湖北省

武汉市江汉区文体旅游局在汉口文体中心组织了

一场大规模的集中煨汤 PK 大赛活动，吸引当地 138

名民间厨艺高手齐聚。

6月12日，湖北大鼓代表性传承人付群刚从业40

年专场演出在湖北剧院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刘兰芳，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杨俊到场倾情助演。付群刚和弟子们表演了湖北

大鼓《下里巴人也风流》、《丰收场上》、《亲生的儿

子闹洞房》、《人民调解员》等经典名段。 （王永娟）

广东 6月 13日，第 10个“文化遗产日”广东

省主会场系列活动在云浮市郁南县兰寨村开幕，45

个非遗项目的 190 名代表性传承人及徒弟进行了活

态技艺展演。这是广东省 10 年来首次将“文化遗产

日”主会场活动设在基层乡村。开幕式上，全国首

个非遗 APP 项目《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地

图》（手机版）正式上线。

当天，广东各地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从

4 月下旬到 7 月下旬，广东组织开展了 200 多场次的

非遗宣传、展演、展示和展销活动。 （谭志红）

广西 6 月 13 日，在广西民族博物馆里，一

曲高亢嘹亮的壮语版《唱山歌》拉开了一场壮族山

歌演唱会的帷幕。两年一度的全区性“畅享民歌”

比赛是广西保护原声民歌的一个重要平台，比赛所

产生的“广西民歌传播大使”，则是民歌文化传承的

代表人物。

在广西民歌传播大使——贝侬丫组合演唱会上，

贝侬丫组合通过《咿呀》、《三月情思》等歌曲的生动表

演，让观众们了解到壮族男女青年在三月三歌圩上以

歌代言、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的场面。 （郭凯倩）

云南 2015年云南省“文化遗产日”活动近日

在昆明市官渡古镇拉开帷幕。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

“中华技艺·百县百艺”昆明官渡第五届全国非遗联展、

滇剧艺术周、百人围棋大赛等九大系列活动轮番上

演。来自全国100个县100余名传承人现场献艺。

“文化遗产日”期间，云南还举办了中医专家义

诊、免费文物鉴定和法律咨询服务等活动。此外，

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了通史陈列及专题展览、昆明碑

林石刻展、官渡记忆·民俗文化与合虚七彩剪纸展

等活动。 （肖依群 余结红）

陕西 由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

的非遗展演活动日前举行，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 20

多个非遗项目的 50 多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了非

遗的魅力。

6 月 13 日，由陕西省文物局、西安市文物局主

办的“陕西省‘十二五’文物保护成果图片展”在

西安博物院展出，遗址保护利用惠及民生、丝路

申遗助推“一带一路”、科技提升文物保护水平等

展览板块全面展示了“十二五”期间陕西文物系

统在考古发掘研究、博物馆建设、大遗址保护等

方面的成果。

当晚，由陕西省文化厅主办的“薪火相传——

非遗项目秦腔传承惠民”演出在西安易俗社开演，

余巧云等 16 位国家级、省级秦腔代表性传承人携弟

子为观众献上精彩演出。 （秦 毅）

青海 6 月 13 日，在青海省湟源县丹噶尔古

城，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举行了第 10 个“文化

遗产日”青海主会场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省曲艺展

演活动中，西宁贤孝等 7 个国家级及省级非遗项目，

西宁、海东、海北等地11支曲艺队参演。同时，文物工

作者、非遗工作者通过展板、文博专家免费鉴定文物等

方式，宣传青海文化遗产保护新成果。 （蔡文斌）

“文化遗产日”活动精彩纷呈

▶ 6 月 13 日，沈

阳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举行“沈阳早期人类

探秘之旅”主题公众

考古活动，向公众普

及推广考古知识。

新华社发

（张文魁 摄）

▲ 6 月 13 日 ，

在 北 京 恭 王 府 举 办

的“ 影 舞 人 生 ”传 统

皮影精品展演上，来

自 陕 西 华 县 的 艺 术

家进行皮影戏表演。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