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11月 10日 星期四
9

本版责编 金 晏南国风

简讯

相关链接

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

深圳龙岗文化执法成效显著
陈建平 常浩然

第五届中国·东莞音乐剧节开幕

13部音乐剧37场演出展现音乐剧魅力
本报驻广东记者 谭志红

深入生活 文化寻根
温秋圆

本报讯 11 月 7 日，广东省戏剧

家协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音乐家

协会、舞蹈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第九

次会员代表大会，杂技家协会第八次

会员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广东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出席开幕

式并讲话。

各协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

构。一批德艺双馨的中青年文艺工作

者走上了协会领导岗位，各协会新班

子更加充满朝气和活力。其中，丁凡

当选广东省戏剧家协会第十届主席，

唐永葆当选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第九届

主席，李永祥当选广东省舞蹈家协会

第九届主席，梁玉嵘当选广东省曲艺

家协会第九届主席，曹建平当选广东

省杂技家协会第八届主席。

（王宏芳）

广东五个省级文艺家协会换届

广东省非遗保护研讨会举行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11 月 8 日，由孙中山基金会、中山市外事

侨务局、中山市文广新局联合主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陈金章、欧

豪年、胡江书画作品邀请展”在中山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出陈金章、欧豪

年、胡江三人创作的国画、书法作品共 90件。

3位画家都是岭南画派的优秀传承人。今年已87岁高龄的陈金章是岭南画派

第三代优秀代表，来自台湾的欧豪年数十年来致力于弘扬岭南画派艺术与当代艺术

教育事业，胡江在传承岭南笔墨的基础上融汇了北派的骨法技巧。 （黄伟哲）

三画家办展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图片新闻

本报讯 11 月 5 日，以“民俗活动

传承发展与当代和谐社会构建”为主

题的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

讨会在佛山市举行。文化部民族民

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以及来自

国家、广东省非遗保护专家学者、全

省各地非遗保护工作者和文创企业

代表等 1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上，李松作了题为《传统

民俗活动的公共性与和谐社会建设》

的主旨报告，详细阐述了民俗文化活

动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关联

性。南京大学教授高小康、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宋俊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

忠烈分别作了《民俗的当代传承与社

会发展》《佛山秋色与文化共享》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项目保护的

重任与“移风易俗”》的专题发言，分

别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解析了民俗

文化传承发展在当前社会建设中的

意义与价值。

本次研讨会深入探讨了民俗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方式，及其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意义，让与会非

遗保护工作者清醒认识到民俗活动

的重要价值；同时，也为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特别是传统民

俗活动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有效的

理论与智力支持。 （许建梅）

为深入扎根人民、体验生活，创

作出更贴近现实的优秀作品，近日，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文学创作协会组

织 30 名 作 家 前 往 湖 南 省 永 州 市 开

展采风活动，共赴一场“文化寻根”

之旅。

车 行 至 永 州 已 是 深 夜 ，天 很

冷 。 第 二 天 ，作 家 们 起了大早。九

嶷山顶云雾萦绕，四周都是泥土的味

道。他们首先来到永州的集市上，体

验最传统的民间赶集方式。集市上

的东西很便宜，蔬菜水果、衣帽鞋子

等应有尽有。作家揭志刚说，直接和

农民打交道，才能更真实地了解当地

的民情。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

朵 真 鲜 艳 ……”当 天 下 午 ，歌 声 在

永 州 市 宁 远 县 麦 地 完 全 小 学 的 操

场 上 飘 扬 。 作 家 们 向 学 校 捐 赠 爱

心 物 品 和 个 人 著 作 ，周 丽 红 、张 素

娟 和 陈 志 彪 教 孩 子 们 唱 歌 跳 舞 。

“ 他 们 的 现 在 就 是 我 们 的 过 去 ，我

们 的 行 为 影 响 他 们 的 行 为 。 献 爱

心 只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举 动 ，但 能 带 给

孩 子 们 温 暖 ，也 让 作 家 们 更 生 一 分

悲 悯 情 怀 ，有 利 于 日 后 的 文 学 创

作 。”石 岩 文 学 创 作 协 会 会 长 王 枣

燕 表 示 。

来 到 永 州 ，必 探 寻 江 永 县 特 有

的“三 千 文 化 ”—— 千 年 古 村 、千 家

峒和千古之谜，带着向往，作家们在

宁 静 中 感 受 藏 在 乡 野 中 的 民 俗 文

化、瑶文化和女书文化。

千年古村上甘棠拥有 1200 年历

史 ，是 湖 南 省 发 现 的 年 代 最 为 久 远

的古村落。村内至今保存 200 多幢

明 清 时 期 的 古 民 居 ，蕴 涵 着 久 远 的

民 俗 文 化 。 踏 着 青 石 板 的 小 路 ，作

家 们 纷 纷 拿 出 相 机 ，将 如 诗 如 画 的

美 景 收 入 镜 框 ，也 有 作 家 拿 出 随 身

携 带 的 笔 记 本 ，将 感 悟 与 心 得 记 录

下来。

瑶族文明的发祥地——千家峒

拥 有 众 多 人 文 古 迹 ，渗 透 出 瑶 文 化

的神秘。作家们在吊脚楼里感受瑶

家 人 的 热 情 好 客 ，说 要 把 那 里 的 油

茶文化通过文字带回深圳。用手触

摸 陈 旧 的 木 窗 ，厚 厚 的 尘 埃 令 人 诗

兴 大 发 ，于 是 有 人 即 兴 吟 出 一 首 打

油诗。

“ 常 有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文 化 学

者邀请我为他们 介 绍 永 州 文 化 ，如

有机会，我必会让他们到永州来，到

江 永 来 ，真 正 感 受 我 们 的‘ 女 书 文

化 ’，弘 扬 和 继 承‘ 女 书 文 化 ’是 我

最 大 的 心 愿 。”女 书 大 使 陈 立 新 这

番 话 感 动 了 所 有 人 。 在 今 年 5 月

举 行 的 第 十 二 届 深 圳 文 博 会 上 ，

“ 江 永 女 书 ”在 8 号 非 遗 馆 展 出 ，通

过 原 生 态 的 读 、写 、唱 、绣 等 方 式 ，

向 世 界 讲 述 女 书 神 奇 而 美 丽 的 故

事 。 作 家 们 认 识 到“ 女 书 文 化 ”的

传 承 已 面 临 难 题 ，如 能 用 笔 为“ 女

书 文 化 ”多 写 下 一 些 文 字 ，那 也 是

一件好事。

采 风 期 间 ，石 岩 文 学 创 作 协 会

与永州市作家协会召开文学交流会，

两地作家畅所欲言、互赠书籍。他们

纷纷表示，举办采风活动，可以帮助

作家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生活，让作品

富有生活气息，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文

学作品。

11 月 8 日晚，东莞首部本土重大

题材音乐剧《虎门销烟》在东莞玉兰

大剧院上演，拉开了第五届中国·东

莞音乐剧节的帷幕。本届音乐剧节

为期一个月，来自国内外的 13 部优秀

音乐剧将在东莞演出 37 场 ，展 现 东

莞“音乐剧之都”的成果和魅力。

东莞首部本土重大题材
音乐剧《虎门销烟》

清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林

则徐在广州禁烟，震惊世界。林则徐

不知如何处置缴获的烟土，只好去找

烟鬼阿忠的妻子倩娘，得到了销烟秘

法，并在东莞虎门与众人一同销毁鸦

片。销烟开始，欢歌、颂歌、悲歌、哀

歌，此起彼伏，最终汇成最强的声音

……音乐剧《虎门销烟》再现了 177 年

前的旷世之举。

《虎门销烟》是第一部东莞题材

的原创音乐剧，也是东莞创编生产的

第 14 部原创音乐剧，由东莞市政府出

品，东莞保利三宝演艺团出演，作曲

三 宝 、编 剧 关 山 、导 演 黄 凯 联 合 打

造。在这部音乐剧中，观众能身临其

境感受那波澜汹涌的历史旋流，唤醒

灵魂深处的一腔热情。

今年是 东 莞“ 音 乐 剧 之 都 ”建 设

10 周 年 ，而《虎 门 销 烟》是 其 最 新 力

作 。 2007 年 至 今 ，东 莞 先 后 创 编 生

产 了《蝶》《爱 上 邓 丽 君》《钢 的 琴》

《王 二 的 长 征》《妈 妈 再 爱 我 一 次》

等 14 部 原 创 音 乐 剧 ，先 后 获 得 了 韩

国 大 邱 国 际 音 乐 剧 节 最 高 奖 、中 宣

部“ 五 个 一 工 程 ”奖 、文 华 奖 等 众 多

奖项。

国内外优秀音乐剧汇聚东莞

第五届中国·东莞音乐剧节由中

国音乐剧协会、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

和东莞市文广新局主办，东莞玉兰大

剧院管理委员会、东莞保利玉兰大剧

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本次前来参加音乐剧节的 13 部

音 乐 剧 中 ，除 了 在 开 幕 式 上 首 演 的

《虎门销烟》外，还将上 演 经 典 原 版

音 乐 剧《人 鬼 情 未 了》、音 乐 剧《音

乐 之 声》中 文 版 、《纪 念 长 征 胜 利

80 周 年 —— 从 世 界 经 典 到 东 莞 原

创 音 乐 剧 赏 析 会 》、原 创 音 乐 剧

《天 使 在 身 边》、来 自 香 港 的 粤 语

音 乐 剧《恋 爱 轻 飘 飘》、广东本土原

创粤语音乐剧《声梦情缘》、亲子音乐

剧《超级飞侠之乐迪的秘密任务》等

8 部 精 彩 大 戏 。 近 年 来 东 莞 本 土 的

原 创 音 乐 剧 作 品 也 将 逐 一 亮 相 ，东

莞 塘 厦 松 雷 音 乐 剧 剧 团 的 音 乐 剧

《啊 ！ 鼓 岭》、东 莞 塘 厦 蝶 之 舞 儿

童 音 乐 剧 剧 团 儿 童 音 乐 剧《青 蛙

远 征 队》、东 莞 儿 童 艺 术 团 的 儿 童

剧《超 能 战 队 — 小 白 科 研 室》、儿

童 音 乐 剧《美 人 鱼》和 东 莞 市 嗨 嗨

儿 童 艺 术 剧 团 的《蔬 菜 总 动 员》5 部

剧目将轮番上演。

除 了 将 东 莞 玉 兰 大 剧 院 作 为

主 会 场 外 ，《啊 ！ 鼓 岭》《青 蛙 远 征

队》等 5 部 精 品 还 将 走 进 东 莞 市 文

化 馆 、塘 厦 演 艺 馆 、东 城 影 剧 院 、

莞 城 文 化 周 末 、常 平 大 剧 院 等 基 层

文 化 场 馆 演 出 。

为 了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关 注 音 乐

剧 ，本 届 音 乐 剧 节 向 全 社 会 公 开 招

募 东 莞 本 土 专 业 评 委 和 大 众 评 委 ，

为音乐剧节的展演剧目提意见。组

委会将结合评委意见及评分评出音

乐剧节“莞香奖”奖项。

本 届 音 乐 剧 节 将 开 展 小 型 音

乐 剧 、音 乐 剧 小 品 比 赛 ，进 一 步 挖

掘 本 土 的 音 乐 剧 创 作 力 量 。 由 有

条件的镇街和相关单位创作小型音

乐 剧 、音 乐 剧 小 品 ，市 文 化 馆 组 织

专 家 对 作 品 进 行 筛 选 ，选 出 优 秀 作

品参加比赛。

本 届 音 乐 剧 节 继 续 坚 持“ 低 票

价、高水准”的宗旨，普及、推广高雅

艺术，让普通百姓都可以走进剧场感

受音乐剧的魅力，最高票价为 480 元，

最低票价仅为 30 元。在镇区分会场

上演的部分剧目如《啊！鼓岭》《美人

鱼》《青蛙远征队》等，市民更是可以

免费观看。

“只有遵纪守法，生意才能越做越

大。”10月初的一天，深圳市龙岗文体执

法大队中队长刘炳夫正在文化产业园

进行安全生产检查，一个人突然拉住他

的手，不停致歉并道谢。此人是台中工

业区某印刷厂的郑老板，几年前曾因超

范围违法经营，又借故拖延整改而被执

法人员处罚。郑老板说，印刷资质变更

以后，更多人愿意合作，生意也越做越

好，开了好几家分厂，原来守法和挣钱

并不矛盾。

经营者由抵触管理甚至暴力抗法，

最终诚心整改并做大企业的案例，在龙

岗数不胜数。龙岗文体执法大队针对

“小队伍、大市场”的矛盾，构建了一套

全流程的 RIS 文化执法标准体系，以制

度督促经营者遵纪守法，以制度规范执

法人员办案流程，为保障当地文化市场

的繁荣发展，摸索出一套“独门秘笈”。

档案台账规范化

龙岗是深圳经济特区原“关外之

地”，近年来牢牢把握“特区一体化”和

“深圳东进”战略机遇，加快城市更新和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文化产业获得了空前发

展，网吧、歌舞厅、电影院、印刷企业及图书

音像店等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但在为

辖区群众文化消费提供便利的同时，也

给文化管理部门带来严峻的考验。

“主要表现为多元的文化市场和落

后的管理手段、简单的执法和滞后的经

营理念之间的矛盾。”龙岗区文体执法

大队大队长李县辉对当年的执法环境

记忆犹新，“许多经营者的思想观念跟

不上城市化进程，认为执法部门上门检

查就是故意找茬、没事找事。”经营者法

制观念的淡薄，给执法人员带来很大困

扰。证照不全、消防隐患、责任未到人

等各种乱象亟待整治。

2014 年，龙岗文体执法大队尝试档

案台账标准化管理。对辖区所有文化

经营场所的档案资料统一标准、分类整

理、全面归档。建立了场所备查资料整

理规范、场所现场检查内容档案规范、

日常检查记录和每月绩效考核档案规

范，形成了资料归档到页、检查分类到

项、检查内容到条的精细化档案台账标

准。“标准台账在经营场所和管理部门

各留一份。执法人员可以随时随地掌

握文化市场信息，及时处理各种违法现

象。”李县辉说，只有合法经营才能受到

法律保护，建立档案台账规范化管理，

就是要让经营者树立遵纪守法意识、筑

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

档案台账也提高了轮岗人员工作

效率。根据文化部门相关规定，片区管

理的执法人员每两年要进行一次岗位

轮换。执法队员到新的责任片区之后，

经常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

监管场所。“打开即将到岗的片区档案，

就能了解每个场所的基本信息、历年检

查情况、存在的问题和立案处罚情况。”

刘炳夫说，有了标准化台账，马上就能

熟悉新的工作岗位。

办案流程标准化

执法队员小徐在进入龙岗文体执

法大队的第一个月，就在考核中被扣分

并被通报批评。原来小徐在执法时遇

到一位自称认识某领导的老板，他稍加

犹豫就延迟了开罚单的时间。委屈之

余，他仔细研读了执法队员人手一册的

《龙岗区 RIS 文化执法全流程标准体

系》，顿时释然。

领导批条子、熟人打招呼、大事化

小、小事化无，是执法管理中的最大弊

端，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深受

百姓痛恨。如何杜绝人情执法、随意裁

量、外界干扰等顽疾，龙岗区文体旅游

局的负责人一直在思索。2015 年，龙岗

文体执法大队分行业制定了执法检查

的标准流程及规范，涵盖文化、体育、广

电、新闻出版、文物、网络等行业，修订

完善了执法办案自由裁量权标准 398

项，成为检查办案的标准依据，使执法

人员执法有据可依。

2016 年，龙岗文体执法大队改变传

统的手写执法文书填写模式，为执法团

队购买了平板电脑、便携式打印机等移

动设备和 4G 无线信号终端，并实现和

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的

互通互联。队员执法时，在移动设备上

当场制作检查文书，现场打印处罚文书

并上传文化部文化市场执法平台。“以

前办案，执法人员先开具处罚整改意见

书，回办公室后再统一录入电脑上传信

息。一些当事人就利用这个时间差，找

关系走后门，让处罚不了了之。”李县辉

说，新的执法模式杜绝了这种现象，提升

了执法效率并固化了裁量标准，有效解

决了执法办案中的外部干扰。

“执法人员一碗水端平，即使受罚

我们也心服口服。”被刘炳夫处罚过的

那位郑老板说，以前对执法人员有偏

见，认为他们无非做做样子吓唬人，谁

有关系就没事。后来到其他场所一打

听，发现执法大队一视同仁，就心悦诚

服地接受了处罚，马上进行整改并递交

了整改报告。

安全监管制度化

运动式执法常常被老百姓诟病。

平时不管不问、敷衍搪塞，不出事不管、

出事再追责，许多惨痛的灾祸都由此降

临。《龙岗区 RIS 文化执法全流程标准

体系》制定之初，就充分吸取教训，把文

化执法中将会出现的每个漏洞考虑进

来，将执法前的准备、现场操作、违法处

理以及事后材料存档、后期跟进监督等

各个环节，都制定了标准化管理条款，

实现了执法环节的无缝衔接，避免出现

监管真空和责任断档。先后制定出台

了《文化市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年度计

划表》《龙岗区歌舞娱乐行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评定标准》《龙岗区文体旅游局

文化市场安全生产检查规范》《龙岗区

文体经营场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等系列文件，使安全监管工作流程清

晰、责任明确。

“守法在人，执法也在人，再好的制

度都得靠人自觉遵守。”龙岗区文体旅

游局局长张耀认为，执法人员素质直接

决定行政执法效能，打造一支专业化、

规范化、信息化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

伍，是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重

要目标。为此，龙岗区文体旅游局强力

推行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坚持每

月组织一次法规培训，培养“专家型”执

法人才，努力建设学习型执法队伍；在

文化经营场所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救

生演习等活动，让经营者扎牢安全生产

的“防护网”。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文化产

品和文化服务发展迅猛，龙岗区不断创

新执法模式，加快实现跨部门、跨行业

统筹协调的综合执法。与各街道文体

中心、各行业协会共同管理文化市场，

创建了不同行业的安全生产标准体系，

使安全监管更具针对性。

“通过几年努力，龙岗的文化市场

基本形成了守法经营、规范执法的良好

局面。为了固化成果、弘扬正气，还要

大力推进文化诚信体系建设、建立网络

监督途径。”据张耀介绍，龙岗已建立以

信用监管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对守法经营、安全生产的企业，在政策方

面予以重点扶持；对有过处罚记录或多

次处罚记录的企业，在证照年审、巡查频

次、多部门信息互通等方面予以关注。

执法人员为印刷企业讲解执法标准要求

11 月 8日，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

公司与东莞玉兰大剧院管理委员会举行

第三期合同续约仪式。过去 11年间，玉

兰大剧院依托保利剧院公司的渠道优

势、节目资源、服务平台，让东莞市民享

受到“高品质、低票价”的演出，培养了一

大批铁杆艺术粉丝。

2005 年 12 月 31 日，东莞玉兰大剧

院正式运营。11年来，东莞玉兰大剧院

以专业水平、管理标准、服务品位、经营

效益和社会形象“五高”为经营管理目

标，以“高品质、低票价”为演出经营宗

旨。玉兰大剧院自成立以来，已引进

1400余场演出，包括 280多场国际演出，

接待观众人数逾200万人。

11 年来，玉兰大剧院每年暑期“打

开艺术之门”公益性品牌演出以 20元的

低票价邀请上万名青少年走进剧院，“市

民音乐会”品牌演出让东莞市民以 30元

的低票价欣赏到各类大型交响乐，每两

年推出的“中国·东莞音乐剧节”引进国

内外著名的音乐剧，每年至少 4次的“玉

兰开放日活动”邀请东莞市民免费“走近

玉兰，走进玉兰”，培育出一批懂艺术、爱

艺术的东莞观众。

在玉兰大剧院的精心培育下，东

莞人从不知道音乐会、芭蕾舞、话剧是什

么，到抢购芭蕾舞、音乐会的演出票；从

不知如何鼓掌、如何着装、随意迟到到遵

循欣赏礼仪、提前进场。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郭

文鹏表示，在下一步的合作中，双方将加

强原创剧目，尤其是精品音乐剧的制作力

度，做精做强“莞产音乐剧”品牌，并将其

推广到国际知名戏剧节参加演出，将东莞

打造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