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闭幕的第五届湖南省艺术

节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排演的大

型民族舞剧《凤凰》获田汉新创剧目奖

和第四届湖南省少数民族文艺调演特

等奖，苗歌剧《挂牌》获新创小戏二等

奖，该州歌手张明松、吴廷翠也在艺术

节声乐比赛中取得不俗成绩。

近 年 来 ，在 文 化 强 州 的 战 略 指 引

下，湘西自治州文化艺术事业如雨后春

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其中，艺术创

作工作备受关注，在州委、州政府繁荣

艺术创作，打造艺术精品，促进文化事

业发展的号召下，湘西涌现出了一批真

实反映百姓生活、极具湘西民族文化特

色的艺术佳作。

真实反映湘西百姓生活

艺术源于生活。为激发创作灵感，

丰富创作题材，湘西文艺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三深入”“三

贴近”的原则，扎实开展创作采风活动，

搜集了许多具有湘西特色、反映湘西百

姓生活的素材，为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

湘西自治州委多次组织该州文艺

创作人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探讨湘西

艺术创作发展方向。“深入基层、贴近群

众、服务社会”的理念深深植入了湘西

广大艺术工作者心中。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云带领该

州艺术工作者数度深入到农村、厂矿进

行调研，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为艺术创作积累素材。州文广新局成

立了由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分管

艺术、社文工作副局长任副组长，局艺

术科、社文科、宣传科、州歌舞团、州文

研所、州群艺馆、州文艺职校及各县市

文广新局负责人等为成员的艺术创作

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州县齐抓共管的

长效工作机制。每逢该州文化系统有

重要的创作任务，该州文广新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亚阳不仅组织局里的相关工

作人员为创作工作组建“后勤部”，还召

集主创人员研究题材、探讨手法，并与

主创人员一道深入到艺术作品原型人

物家中访问调研，为节目的创作出谋划

策。全州上下形成了务实、求真、深入、

浅出的文艺创作风气。

参加第五届湖南艺术节新创小戏

小品展演的苗歌剧《挂牌》讲述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

村 考 察 的 经 历 以 及 十 八 洞 村 的 新 变

化。2013 年 11 月 3 日，习总书记考察了

十八洞村，对这个贫困落后的苗族山寨

给予了极大关注，并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 ”的 政 策 ，在 社 会 上 引 起 了 强 烈 反

响。今年 8 月，湖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

厅长李晖在参加花垣苗族赶秋活动时，

向湘西自治州提议，组织创作力量以湘

西苗剧的形式，编排反映十八洞村变化

的舞台艺术作品。于是，湘西自治州迅

速组织力量开始创排工作，苗歌剧《挂

牌》应运而生，精彩亮相第五届湖南艺

术节，并夺得新创小戏小品二等奖。

展现湘西民族文化特色

在湘西自治州推动艺术创作的各

项政策和有力的经费支持下，近 3 年来，

湘西艺术创作精品频出，累计新创艺术

作品 500 余个。今年 8 月举办的全州文

艺创作大赛，100 多个优秀文艺作品参

赛，无论声乐、舞蹈、器乐，还是新创小

戏小品，均涌现出许多创新之作、经典

之作。

凤凰县阳戏传习所创作的苗傩鼓

词《三接岳母》、花垣县苗剧传习所创作

的苗族器乐曲《苗山韵》、泸溪县辰河高

腔传习所创作的小戏《辛女别父》、龙山

县毕兹卡艺术团创作的小品《心灯》等

一大批紧扣时代主题、弘扬主旋律的艺

术作品在群众中反响热烈；武陵山文艺

传习中心创编的舞蹈《奕比泽格兹》、保

靖县酉水艺术团创作的舞蹈《摸米哈》、

凤凰县阳戏传习所创作的苗傩鼓《水乳

交融》、龙山县毕兹卡艺术团创作的土

家族摆手锣鼓《毕兹卡的祝福》等一大

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风格的艺术

作品充分彰显了湘西文化魅力。

自去年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

族生态文化保护实验区挂牌以来，湘西

州把艺术创作与开展民族品牌节庆活

动有机结合，通过民族节庆活动的开

展，创作了一批反映湘西农耕文化的原

生态艺术作品，如土家族原生态祭祀舞

蹈《茅 古 斯》、苗 族 祭 祀 舞 蹈《祈 福 天

下》、苗族鼓舞《鼓动八方》、苗剧《团结

灭妖》等。这些作品不仅是该州艺术创

作的宝贵成果，也成了湘西文化旅游产

业的重要内容，为湘西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了力量。

大型民族舞剧《凤凰》是第五届湖

南艺术节少数民族文艺调演的开幕大

戏，该剧由湘西自治州湖南省民族歌舞

团创排。该团一改以往传统的创作方

式，首次邀请外来团队参与核心创作，

创作团队数次深入基层搜集素材，多次

召开各类创作座谈会，反复修改创作文

本。最终，民族舞剧《凤凰》凭借精湛的

艺术表现获得了本届少数民族文艺调

演特等奖。

齐心协力推动艺术创作

湘西自治州坚持艺术创作以人才

为本。为提升全州艺术创作队伍的综

合素质和业务素养，州文广新局多次组

织开展不同类别的艺术培训班。如今，

邀请名师开班授课已成湘西艺术界的

新常态，今年截至目前，湘西自治州先

后有 5000 余人次参加艺术培训。此外，

通过重大活动的举办来发现人才，继而

培养人才一直是湘西艺术人才培养的

重要路径，文化生态艺术节、鼓文化节、

舍巴节等重大活动，皆是艺术人才的练

兵场。湘西艺术人才培养成果在本届

湖南艺术节上也得到了很好的显现。

一部好剧离不开主创团队的辛勤

耕耘。苗歌剧《挂牌》创作时间紧，主创

团队拿出了“拼命三郎”的干劲与时间赛

跑。年逾古稀的剧作家李北冰受邀出任

编剧，不顾长途辛劳和酷暑，奔赴十八洞

村开展了为期 5 天的详细实地采访。凤

凰县阳戏剧团团长杨胜平和退休导演周

远慧是湘西州艺术界有名的夫妻搭档，

接到《挂牌》的导演任务时，二人刚刚完

成全州文艺创作大赛的比赛，来不及休

整便全身心投入到新剧创作中，演出前

一天，杨胜平突发急性胆结石住进了医

院，却在次日下午坚持演出。

年轻一辈的湘西艺术工作者也在

本届湖南艺术节上有着不俗表现。参

与大型民族舞剧《凤凰》演出的湖南省

民族歌舞团青年演员们在长达 2 个多月

的排练中，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

克服了种种困难，在高强度的排练和演

出中，许多人受伤后仍坚持排练，最终

成就了《凤凰》的精彩演绎。

10
2015年 12月 17日 星期四本版责编 冯 倩 E-mail:zgwhbhunan@163.com 电话：0731-84899989湖湘文化

最近，国家文化部等有关部门

针对贫困地区文化发展亟须解决

的突出问题，从设施建设、服务内

容、服务效能、数字化、人才队伍、

文化帮扶等方面策划了 20 多个文

化扶贫项目，作为推动落实贫困地

区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创造

脱贫条件、促进地方特色文化保护

和发展、推进贫困地区生态文化建

设 ，充 分 发 挥“ 文 化 育 民 、文 化 富

民 ”的 积 极 作 用 。 湖 南 武 陵 山 片

区、罗霄山片区的 40 个贫困县列入

这一计划之中。

老少边穷地区贫困因子很多，

扶贫开发工作复杂而艰巨。这些

地区扶贫、脱贫的方略，要与地方

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机结

合。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影响着人

们的价值观、利益观、认知体系、行

为规范等，以地方文化为背景、结

合当地现实来制定扶贫模式，更能

得到群众认同。我们要认清文化

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扶 贫 中 的 重 要 意 义 ，合 理 利 用 地

方、民族文化元素来带动当地的发

展。政府应承担文化扶贫的主要

责任，开发、创新民族文化企业及

品牌，依托厚重的地方传统文化，

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力争在文

艺创作、文化展演、文化旅游活动、

文化产业发展、文化设施建设等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为实现文化大发

展、经济大繁荣奠定基础，以文化

软实力构筑脱贫发展的硬支撑。

古人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文化软实力所蕴含

的硬效应、硬功能历来是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文化

软实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农村文化软实力的内

涵，彰显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核心的文化凝聚力、以公益性文

化事业为核心的文化保障力、以经

营性文化产业为核心的文化生产

力、以区域特色文化创新为核心的

文化吸引力和以文化传播交流为

核心的文化影响力。当前，提升农

村文化软实力既面临着科技经济

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好机遇，也面临

着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不相

匹配、城乡之间文化软实力发展差

距大的严峻挑战。要为贫困地区

创造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内部条件

和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实施农村文化“走出去”工程，扩大

农村文化人才队伍。

文化扶贫已经成为扶贫开发

的创新方式和重要手段，贫困地区

要通过推进文化品牌战略，放大文

化品牌的辐射带动效应。要激发

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帮助贫

困地区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优秀文

化产品，把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提

升产业发展水平，作为加快脱贫发

展的重要抓手，积极推进标志性、

基础性文化设施建设，广泛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在保护与更新中建立

历史文化品牌，在项目带动中提升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实施文化产业

项目带动战略，以文化产业项目建

设 为 龙 头 ，深 度 挖 掘 整 合 文 化 资

源，注入现代商业元素，带动贫困

地区发展转型。

12 月 12 日，长沙市天心区校园文化

进社区“我的校园我来 SHOW”专场展

演在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这也

是长沙市校园文化进社区系列活动之

一。近年来，长沙市以“多出工作成果，

多出精品力作、多出优秀人才”为目标，

积极搭建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引导在

校学生和社区群众在文化建设中深度

交流互动，将“校园文化进社区”打造成

市民喜闻乐见的群文品牌，同时履行了

丰富的宣教义务。

搭建以文惠民平台

校园文化进社区活动前几届要求

定点学校、街道等一部分文化资源相对

丰富的地区先“热”起来，经过 4 年发展，

市民热情高涨，纷纷从“要求办”到“我

要办”，活动覆盖领域和参与人数呈井

喷状态。其作为群文活动的重要载体，

每一届都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形态，节目

内容均与该年度重要的文化活动、宣传

思想、路线政策进行有机融合，2013 年

活动紧密结合“欢乐潇湘”这一全省性

文化盛事；2014 年融入“巩固国家公共

文化示范区创建成果”内涵；2015 年紧

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讲话精神。活动搭建起以文惠民

的公益文化平台，在满足市民精神文化

生活需求的同时担当起“宣讲员”和“实

践者”角色。同时，活动舞台不断扩展，

为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开辟出丰富多彩的满足渠道；而校园文

化、社区文化的建设水平得以提高，在

校学生也有了学以致用的实践、展示和

交流平台！

近万名学生参与其中

校园文化进社区活动从 2012 年至

今，开展了演艺、讲座、培训等八大主题

活动社区，参与高校及中小学校 100 余

所，活动辐射全市 200 余个社区，近万

名学生参与其中，举行各类文艺活动

600 余场，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

2015 年“欢乐潇湘 品质长沙”第四

届校园文化进社区——青春星声音社

区争霸赛自 10 月开展以来，全市各区、

县（市）积极响应，活动深入乡镇、街道、

社区组织比赛 90 余场，数万学生、群众

共同参与到这场快乐盛会中，校园优质

“星”声音唱响了千家万户。

同时，校园文化进社区活动在长沙

市各区县遍地开花，今年 8月 21日，望城

区校园文化进社区活动在雷锋大剧院

举行，根据湖南省唯一入选第五届全国

道德模范候选人周美玲在车轮下勇救

三岁男童英雄事迹编排的快板舞《雷锋

家乡小雷锋》首次亮相，获得无数共鸣；9

月 29 日，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芙蓉区

校园文化进社区活动“向国旗敬礼”在

马王堆街道进行，100 余名中小学生充

满童真的表演为祖国“十一”生日献礼；

10 月 23 日，校园文化进社区之“欢乐潇

湘·美丽雨花”在长沙雨花区洞井街道

举行，一群中学生表演的省级非遗项目

舞龙获得阵阵掌声；12 月 12 日，天心区

校 园 文 化 进 社 区“ 我 的 校 园 我 来

SHOW”展演上，充满活力的歌舞、音诗

画、诵读……孩子们以多种艺术形式展

示出天心区各中小学校园文化特色，除

参与表演的学生，许多文化企业、文艺

团体、文艺志愿者共同参与到组织工作

中，一年来 30 多场“青春星声音”“天心

文化大课堂”等校园文化进社区系列活

动将艺术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群文品牌升级提质

活动举办数年，组委会始终在思考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活动形式，怎

么能创建固定的执行班底，以达到更高

层次的艺术效果。组委会综合群众和

专家意见，挑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节目

和人才，组建了长沙市内首支以大学生

为主体的公益艺术团——“星青年梦想

联盟”，并邀请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张湘涛担任荣誉团长，湖南演艺名家

专门指导，针对歌曲、舞蹈、绘画、摄影、

相声小品等表演形式，物色好节目好人

才，组成星梦艺术团成员，在长沙各大

社区巡演。一支在群众演艺舞台上战

功赫赫的学生团队崭露头角。

如今，“校园文化进社区”已成为响

亮的群文活动独立品牌，也是长沙市

“群文湘军”品牌之一。从打造品牌到

升级品牌，长沙市委市政府专项资金支

持逐年增加，长沙市及各区县市相关单

位海纳百荐，已形成一股合力。全市上

下“部门联动、区域合作、统筹推进、共

建共享”，协力为长沙群众文化打造出

一条无障碍绿色通道。

湖南永兴县大布江乡地处罗霄

山脉，生活在那里的心灵手巧的农

家妇女用各种颜色的边角布料拼出

漂亮的衣袜鞋帽等日常用品，既方

便实用，又能表达自己的情感与追

求，被称为大布江拼布绣。2013 年

大布江拼布绣被列入湖南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何 娟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大 布 江 乡

人，她从小便跟随奶奶、姑姑、婶婶

们学习拼布绣。后来，何娟赴深圳

打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制作的拼

布绣被一个老板看到，爱不释手，何

娟发现了家乡拼布绣的商机。2008

年，何娟毅然从深圳辞职回到大布

江，潜心学习研究拼布绣，虚心向当

地民间艺人讨教，在掌握了拼布的

传统技术之后，她不断努力摸索和

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2009年，何娟以传统的针法和色

彩，掺入具有现代气息的元素，一针

一线、一刀一剪，耗时 1个多月精心制

作了一幅大型版画拼布作品——《待

嫁的新娘》，在 2010 年湖南省大学生

“挑战杯”创业设计大赛中获银奖。

在第七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上，何娟的拼布绣作品

《时机已到》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

意奖铜奖。随着何娟的拼布绣作品

不断获奖，大布江拼布绣逐渐声名

鹊起。

近两年来，何娟在当地培养了

许多徒弟，义务为聋哑儿童传授拼

布技艺，为他们日后走向社会提供

一条谋生之道。为了保护、发掘和

传承大布江拼布绣这一非遗项目，

永兴县和大布江乡两级均成立了保

护领导小组，对其有关资料进行整

理建档，并制定长期保护计划，由财

政 每 年 拨 给 专 项 保 护 经 费 。 2011

年，由何娟牵头，创建了大布江娟娟

拼布艺术坊，作为大布江拼布绣的

传承发展基地，更有效地保护、传承

和发展这项非遗技艺。

今年 6 月，何娟的作品《韶山杜

鹃红》在中国（韶山）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园开园仪式上亮相，受到高

度评价。随后，大布江拼布绣项目

入选湖南省文化厅对外文化交流项

目，何娟作为该项目的省级传承人，

于今年 10 月底赴澳大利亚进行国际

文化交流。她带去的名为“梦在柳

眉”情侣手机壳套装（创意取自昆曲

《牡丹亭》故事），在悉尼吸引了很多

外国友人的关注。

何娟意识到，只有创新才不会

被市场淘汰。她在平针法的基础上

独创回转针法，绣出来的作品很有立

体美感，布与布之间看不到搭口，针

法巧妙多变，色彩无限发挥。如今的

大布江拼布绣秉承传统的表现手法，

并采用现代美术的设计理念，突破了

传统的应用领域，同时，循环利用丢

弃的废布料，降低运营成本。何娟还

善于运用互联网模式，在网上建博

客，在网站注册“爱莲拼布坊”。不仅

如此，她还与淘宝合作，开启众筹，通

过网络这个大平台推介拼布艺术。

2014 年，大布江拼布娟娟艺术坊共

收到 100多万元的订单。

本报讯 12 月 12 日至 22 日，由

长沙市委宣传部、长沙市文广新局

主 办 ，长 沙 图 书 馆 承 办 的“长 沙 人

‘惠’读书”活动举行，长沙图书馆线

上派发总价值 300 万元的文化惠民

福利，数万市民可获得自主选购图

书的机会。

“长沙人‘惠’读书”活动依靠网

络，参与者只需登录活动同名微信

主 页 ，领 取 读 书 福 利 ，进 行 实 名 注

册 ，即 可 挑 选 自 己 心 仪 的 图 书 ，并

成 为 长 沙 图 书 馆 的 网 络 读 者 。 活

动让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参与，真正

体现公共图书馆“无障碍、零门槛、

免费开放”的服务便利。专项资金

全 部 提 供 给 市 民 购 书 ，确 保 了 图

书 馆 的 每 本 书 都 有 其 读 者 ，使 公

共 财 政 的 社 会 效 益 最 大 化 ，保 障

了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公 益 性 、均 等

性、便利性。

同时，此次活动也是公共图书

馆在社会公民道德和信用体系建设

中的新探索，旨在弘扬社会诚信，倡

导广大市民做文明读者。 （邓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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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布江拼布绣的市场之路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 玲 通讯员 许群飞 曾 翔

深入基层 人才为本 打造精品 服务百姓

用精湛艺术展示古老湘西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 玲 通讯员 田凤翥

老百姓喜爱的文化交流平台
邓雅琴 王瑛莹

长沙图书馆线上派发 300万元购书券

大型民族舞剧《凤凰》演出照片。

12月 12日，天心区校园文化进社区“我的校园我来 SHOW”专场展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