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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考察“丝绸之路文化中心”

8 月 18 日至 25 日，文化部专家

休假考察团一行 21 人来到美丽的山

城 —— 重 庆 ，展 开 休 假 考 察 活 动 。

文化部党组对此次专家休假考察活

动非常重视和支持，文化部人事司

副司长汪志刚、副巡视员刘莉颖先

后带队，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及大足、

南川、武隆、彭水、黔江等区县政府

和文委给予支持。

休假考察团专家来自文化部系

统 17 个单位，从事的专业包括艺术

研究、舞台艺术、文物博物、文化传

媒、图书资料等各个领域。专家们

在重庆体验多民族风情、参观红色

遗址、考察当地特色文化，了解基层

文 化 资 源 互 利 共 享 与 惠 民 便 民 情

况，感受文化志愿者为城乡百姓提

供的便捷满意的公共文化服务，专

家们表示：“真是不虚此行。”

近年来，重庆市及大足、南川、武

隆、彭水、黔江等区县的文化事业蓬

勃发展。专家们参观了板夹溪十三

寨土家族民俗博物馆、小南海国家

级地震保护区、在中国石窟艺术中

独 树 一 帜 的 大 足 石 刻 、“蜀 中 山 水

奇，应推此第一”的乌江百里画廊、

保存完好颇具规模的酉阳县龚滩古

镇等文化遗址和民俗景观。

在具体考察访问过程中，专家

们深入细致地了解重庆有关区县文

化单位硬件设施与软件建设现状，

了解文化建设的整体情况，就数字

图书馆建设、文化旅游、艺术创作演

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工

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文化部直

属单位同地方的多方面合作进行有

益探讨。专家们表示，基层文化工

作的考察接地气，对业务工作有很

大帮助，可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互相

学习、互相借鉴，同时还能依托所在

单位和个人优势，为巴山渝水的文

化振兴多出点子、多做实事。

休 假 考 察 活 动 结 束 前 一 天 晚

上，在黔江区正阳街道文化广场，专

家们与社区文化工作者欢聚一堂，

共同参与《中国梦·巴渝风》基层文

艺晚会演出。专家们与基层文化工

作者一起走上舞台引吭高歌，踩着

欢 快 热 烈 的 节 拍 合 跳 土 家 族 摆 手

舞，博得观众阵阵掌声。

8 天的休假考察结束时，专家们

表示，这次活动充分体现了文化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精神

产品的文化工作者；回到各自的工

作岗位后，要更加努力工作，发挥好

专家的“高精尖”引领作用，为推动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继续改革创新、

耕耘开拓。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将继续支持和指导‘丝绸之

路文化中心’的建设。”近日，利用在北京

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大会之机来陕西

考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

娜·博科娃，与西安大唐西市集团负责

人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文化

中心”的建设洽谈合作时有如此表示。

该中心将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

球设立的首个以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及相关区域进行文化艺术展览、展

演、会晤、培训等多种形式的国际机构。

2014 年 9 月，大唐西市集团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西安就设立“丝绸之路

文化中心”签订意向书。由大唐西市集

团出资在西安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中

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文化领

域交流合作、展示展演、会议活动等提

供常态化场所。大唐西市集团负责该

中心规划、建设和运营保障，并在中心

建成后协助组织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

相关区域的文化艺术展览、展演、会晤、

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

本报讯 （驻 山 东 记 者 苏 锐）

齐鲁文化消费龙卡近日在山东济南

首发。此卡由山东省宣传文化部门

联合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合作

开发，采用银行发行联名卡的形式，

将 文 化 优 惠 卡 与 银 行 卡“ 两 卡 合

一”，提升文化惠民消费水平。

据悉，齐鲁文化消费龙卡将首

先在济南演艺领域试点，成熟后将

在山东全省推广发行。

本报讯 （实 习 记 者 付 远 书）

近 日，四川省天府新区省级文化中

心开工建设。

据悉，该中心是四川省改革开

放以来投资最大的公共文化建设项

目。天府新区省级文化中心位于天

府新区创新科技园，按照“四川省艺

术创作的策源地、文化创意的孵化

园、百态演艺的争妍场、群众文化的

滋养园”来定位，总投资逾 10 亿元，

总建筑面积 96649 平 方 米 ，将 建 成

承载四川文化高端核心功能，适应

国内外文化交流，集艺术“创、产、

演、学、研”于一体的多功能艺术文

化 综 合 体 。 该 文 化 中 心 包 括 四 川

省文化演艺中心、四川省群众文化

活动中心以及艺术创研展览馆 3 个

单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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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试行文化优惠卡与银行卡“两卡合一”

四川天府新区省级文化中心开工

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 80处国家

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的安徽省大

通万人坑教育馆的维修和展陈提升工程

日前结束，9月 1日以全新面貌对公众开

放。由安徽博物院牵头、安徽省博物馆

联盟共同参与举办的“皖江洪流——安

徽军民抗战史实展”9月 2日揭幕。在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安徽省向社会全面

展示近年来积极保护、维修抗战文物的

成果，发挥其认识历史和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职能。

及时修缮保护抗战遗址

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创建了淮南、淮

北、皖江 3 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周恩来、

刘少奇、陈毅、叶挺等在这里留下了战斗

和生活的光辉足迹，多处抗日名将故居、

重要抗战实物见证是难得的历史教材。

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1938 年

7 月至 1941 年 1 月）列入国务院公布的

第一批 8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名 录 ，由 于 体 量 宏 大 ，保 护 任 务 很 繁

重。2014 年在这里发现，周恩来 1939 年

2 月在此作重要报告的军部大礼堂存在

屋面漏水、墙体斑驳、排水不畅等问题，

安徽省文物局及时拨款 220 万元用以维

修，经 3 个多月的施工，解决了所有问

题，此外，还投入 1100 万元为军部旧址

的所有建筑安装消防设施。

安徽省文物局近期对该旧址中新

四军司令部、战地服务团两处建筑制定

的维修方案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即将

施工。泾县文物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对

重点抗战文物的关注、及时维修，既确

保其全面安全，同时增强了地方文物保

护工作的责任意识。

近年来，安徽文化、文物部门坚持

规划引领，通过项目推进、增加投入，着

力对影响大、意义深远的国保级（4 处）、

省保级（20 处）抗战文物加大保护力度

和提升维修时效性，24 处文物全部脱离

濒危或年久失修状态，使其重现当年面

貌和历史信息。

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见证人”

位于黄山市徽州区的岩寺是新四

军军部旧址，文峰塔下的凤山台是 1938

年 2 月南方八省游击队汇合、整编为新

四军和练兵的场所。新四军军部先于

云岭在此驻扎 4 个月，也是一处重要抗

战旧址、国保级文物单位。建于清代的

文峰塔 2013 年出现倾塌趋势，安徽省文

物局迅速拨款加以维修加固，使这一见

证新四军诞生的古塔依然挺立。徽州

区也筹集上亿元资金参与保护维修工

程，大力整治周边环境，经文物主管部

门同意建造 3000 余平方米的纪念馆，使

这一抗日遗址主体突出、配套设施完

备，常年举办有关新四军的主题展览。

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安徽全部省级抗战文物同样得

到了有效保护。抗日军政大学是我党

抗战时期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位于天

长市铜城镇龙岗村的抗大八分校，张云

逸、罗炳辉先后担任校长，历时 4 年，培

养学员 2000多人。该旧址拥有 100多间

房屋，大多为普通民居，容易倾塌。为

此，安徽省、市两级共同筹资 400 余万元

加以维修，并建成纪念馆，馆前立着反

映抗大学员生活的大型花岗岩群雕。

这里现在每年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成为

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9 年至 1940 年间，国民党 48 军

176 师 在 潜 山 县 野 寨 正 面 迎 战 日 军 ，

3700 余名将士捐躯，曾建有简易墓园和

忠烈祠。近年来，安徽省文物局对这一

省级文保单位拨款扩建、维修，美化周边

环境，潜山野寨抗日阵亡将士墓园成为

展示抗日精神的景区。人民音乐家张曙

故居、戴安澜将军墓园和孙立人将军故

居等一批安徽省级文保单位也在近年得

到有效保护，并向社会开放。安徽省文

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保护好抗战文物，

就是保护历史“见证人”，意义重大。

发挥抗战文物教育功能

安徽博物院策展部工作人员董松

告诉记者，“皖江洪流——安徽军民抗

战史实展”收集了很多实物史料，设华

中要冲、山河鼎沸、民族脊梁、浴血重生

4 部分，全面展示安徽军民英勇抗战的

历史，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

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策展

过程中收集到 500 余件实物资料，有的

文物是首次面世。尤其是一位多年旅

居日本的安徽籍人士，在当地收集到

382 件在日本出版，并由侵华日军、随军

记者等当年所写的日记、家书、文章等，

以及当年拍摄的照片、绘制的军用中国

地图等，这是最具说服力的侵华罪证。

淮南市大通万人坑是 1938年 6月淮

南沦陷后，日军残忍实施“以人换煤”，

万 余 名 矿 工 和 抗 日 志 士 被 迫 害 致 死

的罪证。1968 年挖掘并建教育馆，去年

安徽省文物局拨款进行全面维修，设计

新的展陈方案。现在以大量实物和声、

光、电、电子触摸屏等手段，展示侵华日

军罪证，更好地发挥其认识历史、警醒后

人的作用。

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举

办的“新四军女兵在云岭”展别开生面。

展览着重展示了70位新四军女兵的风采，

通过汇集云岭、百炼成钢、战地黄花、战火

洗礼、编外女兵、山花烂漫 6个单元，生动

再现了她们的战斗、工作、生活，以及她们

的理想情怀，视角新颖，很具感染力。

安徽目前已有 50 多处抗战文物单

位对外开放，有的同时成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吸引大批游客，仅 4 处国保级抗

战文物单位去年接待观众达 100 万人

次。据了解，安徽省大多数博物馆、纪

念馆还将举办抗战专题展览，并送展览

进校园、社区、军营。

安徽加大抗战文物保护利用力度
本报驻安徽记者 乔国良

综合新闻

近日，中央芭蕾舞团在北

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芭蕾精

品晚会，为“八喜·打开艺术之

门”2015 年暑期艺术节划上圆

满句号。除了演出《天鹅湖》、

《红色娘子军》、《黄河》等芭蕾

舞剧精彩片段，中央芭蕾舞团

芭蕾大师徐刚还为现场小观众

讲解芭蕾基本知识。“八喜·打

开艺术之门”2015 年暑期艺术

节共上演 62 场演出，并推出古

典音乐、民乐、戏曲等 10 个特色

夏令营和 1 个中德青少年文化

互访夏令营，12 场艺术主题讲

座，吸引 8 万多人次观众参与。

图为芭蕾舞剧《黄河》片段演出

现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9月

2 日，河南省作家协会“结对子、种文

化”活动在河南省长垣县启动。

河南省作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河

南省作协将配合地方文化发展与文化

建设规划，提供文学支持；从地方群众

文化生活的实际需求出发，举办文学

讲座，普及文学知识，培养文学骨干；

协助地方整理和挖掘特色文化资源，

激发文化生长活力，提高文学在地方

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当天，河南省作协与长垣县作协

共同举办了一场朗诵会，河南省作协

向长垣县作协捐赠了《生命册》、《我的

生活质量》、《指甲花开》等图书。

据了解，今年初，河南省作协与长垣

县作协结成对子，从基层文学爱好者抓

起，培训基层文学骨干和文学工作者，协

助当地建设强有力的县级文学工作队

伍。此外，河南省作协与新乡卫辉市作

协、周口淮阳县城关回族镇等结对子，通

过组织推荐优秀图书、开办文学欣赏讲

座及写作指导班等形式，提高基层文学

骨干的创作水平和群众文化素养。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在短短

一年时间里，移动网络文学平台“汤

圆”创作的社区用户数量达 200 万，

平台原创作者数量达到 50 万，推出

作品 70 万部，月活跃作者数量突破

10 万，以网络文学为主的 2.0 时代正

在转向手机创作的 3.0时代。

据介绍，目前汤圆创作的作者用

户数有 90%是“90后”，直接用手机进

行创作发布的章节占88%。作品形态

上，网络文学每章节约为 2000 字，而

手机创作的网络小说每章节字数为

1000 字左右，并出现图文混排的趋

势。同时，摒弃靠阅读收费的盈利模

式，汤圆创作的掘金计划指向 IP 衍

生，2014 年初 IP 价格每部 100 万元，

2014 年中涨到每部 300 万元，现在每

部超过 2000 万元。汤圆创作拍摄的

第一部网络剧《游戏时间到》采用众

创聚合模式，将于今年底推出。

河南省作协“结对子、种文化”活动启动

移动网络文学平台“汤圆”发展迅猛

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年来文化发展成果丰硕

本报讯 （杨国勇 驻河北记者

李秋云）近日，由北京文化艺术活动

中心、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河北省群

众艺术馆和秦皇岛市文广新局联合

主办的“牵手渤海·欢乐歌唱”2015

京津冀首届群众合唱节在河北省秦

皇岛市文化广场举办。

本届群众合唱节旨在落实北京

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河北省文化厅联合签署的《京津冀

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

议》精神，促进京津冀三地群众合唱

艺术交流与合作。经过选拔，北京

市东城区第二文化馆华风合唱团、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天籁合唱团、河

北省群众艺术馆“爱乐”女子合唱团

等 15 支合唱队进入决赛环节，并评

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

2015京津冀首届群众合唱节举办

本报讯 （记者许亚群）伴随《依

恋鹤城》的优美舞曲响起，9 月 4 日，

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黑龙江省文化厅、齐齐哈尔市政府和

中 国 合 唱 协 会 承 办 的“ 永 远 的 辉

煌”——第十七届中国老年合唱节在

齐齐哈尔圆满落幕。

为期两天的 4 场专场演出中，来

自全国 25个省区市的 46支合唱团各

展风采。舞台演出之余，湖南省湘西

吉首魅力之声民族合唱艺术团等 5

支合唱团还走进齐齐哈尔劳动湖文

化广场等基层社区，为当地群众奉献

精彩演出。作为本届合唱节的重头

戏之一，9 月 4 日举行的专家点评辅

导活动得到参演团队的广泛关注，吴

灵芬、李小祥、郑健等 7 位专家评委

从不同角度，对 46 支合唱团进行了

深入、细致点评，现场听众踊跃发言、

提问，气氛热烈。

本届合唱节期间，文化部公共文化

司还组织召开了全国老年非学历教育

工作座谈会，全国各地文化系统老年大

学的代表 40多人与会，总结和分析了

当前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兴

办老年大学的经验和做法，对今后文化

系统办好老年大学积极建言献策。

“永远的辉煌”——中国老年合唱

节是我国老年群众文化的重要品牌活

动，是文化部促进老年群众歌咏活动广

泛开展、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

要举措，自1999年起已成功举办16届。

第十七届中国老年合唱节落幕
2525个省区市个省区市 4646支合唱团各展风采支合唱团各展风采

（上接第一版）2014 年，西藏人民出版

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

547 种、1302.5 万册，其中藏文图书种数

占比超过 80%；共有 14 种藏文期刊、11

种藏文报纸出版发行。目前，西藏人民

广播电台共开办有 42 个藏语（包括康巴

话）节目（栏目），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每

天播音达 21小时 15分钟，康巴话广播频

率每天播音 18 小时，西藏电视台藏语卫

视实现了 24 小时滚动播出。此外，藏语

文在邮政、通讯、交通、金融等领域中也

得到了广泛使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区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国

家建立了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藏

医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

科学院、天文历算研究所等一批教育培

训基地和门类齐全的研究机构。几十

年来，西藏先后组织了大规模、有系统

的普查、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

收集各种音乐（歌曲）、曲艺 1 万多首，文

字资料 3000 多万字，录制了大量音像资

料，拍摄图片近万幅，发表有关藏民族

传统文化学术论文 1000 多篇，整理出版

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中国民族民

间舞蹈集成·西藏卷》、《中国民族民间

器乐曲集成·西藏卷》等十大文艺集成

志书和文艺研究专著 30 多部，抢救、整

理、出版藏文古籍 261 部，诸多濒临灭绝

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全面抢救和有效

保护，重新焕发出光彩。2005 年西藏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正式启

动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投资近 2 亿元，

对藏戏、格萨尔、传统歌舞、手工技艺等

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保护，

基本形成了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目前，西藏各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000 余项，涵盖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 10 个资源种

类。其中，藏戏和《格萨尔》史诗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89 个，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4

个，自治区级项目 323 个，代表性传习场

所 113 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68 名，

自治区级传承人 350 名。国家珍贵古籍

158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4个。“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4 个，“西藏自治

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65 个。拉萨雪顿

节、山南雅砻文化节等一大批群众性文

化传统节庆得到恢复和创新，成为地域

性民族文化品牌。

文物得到有效保护。50 年来，国家

不断加大对西藏文物保护的投入力度，

重点实施了西藏自治区所辖的文物保

护 单 位 文 物 保 护 维 修 工 程 ，及时修缮

和保护了大批文物。投资 10 亿余元的

“十二五”46 项重点文物维修保护项目，

目前进展顺利。《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

条例》、《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保护管理

办法》等一批文物保护地方性法规陆续

出台。西藏重要历史和革命文物发掘

工程有效加强，第三次全区不可移动文

物普查工作全面完成，共调查录入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物 241 处，各

类文物点 4277 处。首次可移动文物普

查工作全面启动，初步统计，全区可移

动文物将达数百万件。野外文物看管

人员得到落实，全区文物安全进一步加

强。贝叶经普查保护和研究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果，《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

总目录》、《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

大全》等陆续整理出版。目前，全区有

世界文化遗产 1处 3点，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55 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91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978 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 3座。

此外，在“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

由”方面，白皮书显示，在西藏，宗教活

动、藏传佛教文化得到尊重和保护，活

佛转世有序进行，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制

度不断完善。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

始终把藏传佛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给予

有效保护，不断加强对宗教典籍的收

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中央政府

支持 4000 多万元，组织上百名藏文专

家，历时 20 余年，完成了对藏文大藏经

《甘珠尔》、《丹珠尔》的校勘出版。20 世

纪 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累计投入 14亿

多元对西藏文物和重点寺庙进行了大

规模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