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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6 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由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湛

江市科技局、湛江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主办和承办，北京永一格文

化创意产业集团协办的“首届湛江

（中国）创意设计大会”在湛江市举

行，为湛江与国内创意设计界的顶级

人才、知名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搭

建平台，探寻创意设计发展之路。湛

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中丙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副

所长严先机代表来宾致辞。

王中丙在致辞中说，时代呼唤

创意，创意引领设计，设计创造未

来。湛江城市、产业转型发展需要

创意设计，城市文化与创意设计互

为支撑，相得益彰，通过推进创意

设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

业核心竞争力，促进湛江经济转型

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

王中丙表示，为加快湛江创意

设计产业发展，下一步要对接好人

民群众需求，创意设计要坚持以人

为本，更加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

展潜能和幸福指数；要遵循城市发

展规律，创意设计产业要以促进城

市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推动城

市创新实践，探索新型城市化发展

路径，助力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绿

色智慧城市；要引领经济创新转型

升级，用设计力量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 ，用 产 业 力 量 推 动 设 计 转 化 变

现，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

会上，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

术学院、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

等多家设计单位、国家文化创意产

业示范企业与北京永一格文化创

意产业集团签订多项落户湛江的

合作协议。 （胡振栋）

“我们之所以区分男女作家，不

是为了给女作家提供通行证，而在于

区分她们感知和表现世界的方式。”

近日，在由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深圳市作家协会承办的 2016

女性作家峰会上，深圳市文联党组书

记李瑞琦如是说。该峰会是 2016 第

三届深圳文学季重要活动，来自全国

的多位知名女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展

开对话，共同探讨“女性作家的性别

认知、成长经验与文学想象”等文坛

热点问题。

研讨会中，女性作家们就写作中

的“女权主义”展开讨论，她们认为，

如今女权主义已变成敏感词，使用时

需特别谨慎。“其实，女性作家并没有

刻意选择为‘女权主义’发声。女性

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已经成为她血

液里的一部分，写作时自然就流淌出

来。”北京市作协驻会专业作家周晓

枫表示，男性和女性之间，最重要是

彼此尊重。她在写作中一直追求“雌

雄同体”的力量，在柔性和刚毅之间

寻找一种中和的表达。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性

别不应成为评判作家的依据。“然而，

强调了男女作家无异，也必须承认男女

作家有别。”她们表示，女作家在写作中

独有的女性特质，如感性、琐碎、强调内

心体验等常人眼中的“妇人之仁”，恰

恰是女作家身上非常动人的力量，这

是男性作家群体中所没有的。

“‘妇人之仁’看似女性身上的一

种弱势，但这种不忍、不舍往往特别

动人。这类作品呈现的不是文学的

软弱，而恰恰是对僵硬的道德形成

一种对抗的、冲击的力量。”中国作

协创研部研究员、文学评论家牛玉

秋从写作中的日常题材出发，阐述

男 女 作 家 的 区 别 。 她 以 滕 肖 澜 为

例，称其小说在细节中所表现出的

耐心及其流露出的温润和暖意，是

女性作家所独有的。

广东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魏

微则表示，作家不能为日常而写日

常，更多地应表达日常背后的东西。

“女性作家不局限于小情感小纠葛，而

是要表达更加哲学化、社会化的东西；

同样，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既要有宏大

叙述，也要让文本落地。在‘大’与‘小’

之间尽可能寻求一种平衡，是男女作

家写作中最终都要回归的境地。”

成长经验对作家的创作同样重

要，研讨会中，女作家们分享了又一

写作理念。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吴

君，过去近 20 年做的大部分事情与

文学无关。“我可以接触到第一手最

鲜活饱满的生活百态，而不只是通过

侧面了解得来，这对创作其实是好

事。”1990年前后，吴君走访了深圳市

宝安区 18 个镇，并在一家工厂的女

工寝室卧底 15 天，应单位要求写了

一篇报告文学，剩下那些没有在报告

上呈现的东西，则在多年后被改写成

她的第一部小说。

“ 成 长 经 验 对 作 家 如 此 重 要 。

所以说，文坛的目光今年又聚焦到

了深圳。这座城市有其特殊性和包

容性，每天都上演着各种人情冷暖、

生活百态，这就注定了深圳是一片

文学的沃土。”深圳市作协主席李兰

妮表示。近年来，李兰妮两部作品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

神档案》和《我因思爱成病——狗医

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作为抑郁

症题材受到关注。她以切肤之痛的

经历，将笔端转向抑郁症群体，渴望

帮助抑郁症患者走上一条治愈之路。

刘西鸿、彭名燕、王小妮、盛可

以、吴君、蔡东……和李兰妮一样，

近 30 年来，深圳一批女性作家逐渐

引起文学评论界和读者关注。深圳

市文联专职副主席顾焕金称，这些

女性作家视野开阔，热切关注深圳

这座城市的现实背后人们的心理与

精神境况，尤其在把握体察人的境

遇与时代价值方面尤见力度，涌现

出不少令人瞩目的作品，如刘西鸿

的《你不可改变我》、吴君的《亲爱的

深圳》和蔡东的《布衣之诗》等，女性

作家峰会应运而生。

女性作家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

两届，并固定成为一年一度的深圳文

学季重要活动。对此，深圳市文联党

组书记李瑞琦说，在深圳这片文学热

土上，女性作家的群体庞大而引人注

目，她们在文学写作上的理念、表达

和需求都与男性作家有所不同。“这

是深圳文学界的一个现象，所以深圳

文 学 季 专 门 为 女 性 作 家 设 计 了 峰

会。深圳文学季将继续把‘女性作家

峰会’这一文化品牌做强做大，为探

索中国女性作家的创作之路提供另

一种可能。”李瑞琦表示。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东莞市召开

2016 年全市文化志愿服务工作会议

暨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促进

会议。2016年，东莞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数字

化，全面铺开全市文化志愿服务工

作，启动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志愿服务队伍成长壮大

去年，东莞从网络构建、规范管

理、品牌打造和服务拓展等方面，推

动文化志愿者成为数量众多、无处不

在的文化风景线。

据东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王旭

辉介绍，目前，全市文化志愿服务队

伍初具规模，共有注册文化志愿者

1.5 万人，拥有文化志愿者服务队 48

个，其中各镇（街）服务点 33 个、市级

各场馆服务点 15 个、广场活动辅导

示范点 5 个，注册人数及服务组织呈

逐年上升的态势，逐步形成了覆盖全

市的文化志愿服务体系。

目前，东莞市登记在册的文化志

愿者项目有 2243 个 ，志 愿 服 务 时 长

超 过 了 26 万 小 时 ，全 市 文 化 志 愿

服务项目日渐成熟，品牌效应日趋

凸显。

如东城街道文化志愿者服务队

成立于 2012 年 8 月，拥有近 200 名注

册志愿者，服务项目时数超 7154 小

时。志愿者们按照不同年龄少年儿

童的特点及兴趣，为贫困山区和外来

务工人员等特殊群体的子女提供面

对面、手把手的艺术辅导。东莞市文

广新局公共文化科科长许垂龙认为，

该项目根据群众需求开展活动，并将

服务的重点放在敬老院、康复中心、

民办学校以及企业，这不是锦上添

花，而是雪中送炭。

又如在莞城街道，有一批志愿馆

长活跃在社区图书馆。2015年，莞城

图书馆创新开展“社区图书馆志愿馆

长”项目，一年多来，已经孕育娃娃家

故事屋、“故事人”初阶工作坊、给“故

事人”一个舞台、莞城摄影文化沙龙

等活动品牌。许垂龙认为，莞城的志

愿馆长不仅仅是招募志愿者提供服

务这样的简单认识，而是让志愿者与

服务工作结合在一起，共同成长。

建好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

2016年，东莞市还启动了基层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并在莞

城、石碣、长安等镇街选取 7 个有代

表性的村（社区）作为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示范点，引领推动全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开展示范点建设以来，各镇街文

广中心充分发挥统筹规划职能，指导

村社区以强化资源整合、提升服务效

能为重点，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进行规划布局。各示范点村（社

区）制定建设目标，设置统一形象标

识系统，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

源，进一步丰富完善设施公共文化服

务功能。目前，7 个村（社区）已基本

完成示范点建设工。

其中，莞城街道罗沙社区高度重

视整合文化资源，挖掘、培育、扶持更

多的文化团队和文艺人才。目前，社

区登记在册的团队有 12 支，构建了

居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相融

合的社区文化大网络。“基层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怎么发挥作用？如何开

展活动，如何培养社会的文艺团队才

是关键。”许垂龙认为，该社区联合其

他企事业单位，共同开展文化服务，

值得借鉴。

而茶山镇把超朗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创建示范点工作纳入茶山创

建全省精神文明示范镇的重点工作

内容，并与超朗村签订工作责任书。

镇主要领导每周不少于一次到村开

展指导和监督工作，还派出了由相关

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长期驻点

开展工作。通过购买社工服务、设立

志愿者服务站等方式，解决了管理人

员不足这一老大难问题。“超朗村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特点就是充

分发挥政府和文广中心的统筹作用，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不是村一级

的责任，文广中心在这方面要发挥统

筹作用。”许垂龙表示。

石碣镇单屋村在开展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建设中，牢固做好公共文化

服务项目、硬件设施、人员配备等刚

性保障 。 对 村 现 有 的 文 化 场 所 进

行 功 能 整 合 ，完 善 了 16 个 功 能 室

配 套 。 同 时 ，深 入 挖 掘 单 氏 小 宗

祠、单屋大头菜等“单屋特色”。单

屋 村 综 合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通 过 政 府

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积极引进社

工 开 展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项 目 。 该 村

还建设了文化长廊，对服务项目进

行公示，图文并茂，带动了公共文化

服务效能的提升。

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

陆世强表示，接下来，要立足东

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市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激发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活力，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为工作目标，扎实开展文化志

愿服务及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工作，努力开创东莞市文化发展的

新局面。

一是要以推进标准化实施为重

点，以“利用率、参与率、满意率和导

向性”为主要内容，建立健全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机制，明确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重点服务指标

和服务标准，探索制定全市文化志愿

服务标准化。

二是要以打造服务品牌化为重

点，精准制定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开

展分类、分群文化志愿服务，推动文

化志愿服务品牌专业化发展；充分挖

掘基层特色文化服务资源，发挥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阵地作用，鼓励

群众在基层文化建设中“当主角、唱

大戏”，形成村（社区）特色文化品牌。

三是要以提速数字化建设为重

点，利用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

建设和数字化资源，建立起高效的

服务供需对接渠道，进一步丰富基

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形式与

服务内容；依托文化志愿者网站和

管理平台，加强文化志愿者信息数

据库的建设，对专业分类与人才结

构进行数据分析，使服务、培训工作

从“面”向“点”转变，疏通文化志愿

服务发展瓶颈。

元旦佳节，文化飘香。广东省各

地举办了多种文化活动，绽放出姹紫

嫣红的喜人景象。载歌载舞，不仅舞

出了新年新气象，也大大地丰富了基

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羊城广州，由广州市委宣传部

主办的大型国画长卷《潮汕胜景图》

创作成果暨潮籍画家捐赠作品展开

幕，历经 4 年创作、凝聚百名潮籍艺术

家心血、集中浓缩潮汕地区自然风光

和 人 文 景 观 的 殿 堂 巨 制《潮 汕 胜 景

图》首度揭开面纱，彰显源远流长、底

蕴深厚的潮汕文化。

在特区深圳，深圳市文联携手深

圳市作协举办了深圳文学季跨年晚

会，深圳市 10 个区（新区）作家协会会

员代表欢聚一堂，以文学的名义，共

赴一场辞旧迎新的盛事。陶笛独奏

《斯卡布罗集市》、川剧《变脸》、女子

组 合 朗 诵《大 鹏 梦》、黄 梅 戏《扮 皇

帝》、舞蹈（长笛伴奏）《梁祝》等节目

令人回味。

深圳另一场跨年晚会——2016—

2017 优秀读者跨年联谊会同样引人

关注。活动以“爱您一生一世”为主

题 ，在 深 圳 少 年 儿 童 图 书 馆 精 彩 呈

现。除了文艺汇演外，晚会还开设了

陶艺、手工、魔术、乐高、美食等互动

小专场，让市民尽享文化乐趣。

丹青贺岁。深圳市南山文化馆

迎新年美术作品展展出了南山艺术

界的画家们最新创作的 60 余幅书画

作品，与福田区的“深圳画院 30 年优

秀美术作品展”之“他山之石”“海纳

百川”，罗湖区的“一个有问题的展

览——从一段潮汕旧影像说起”等，

皆 以 艺 术 展 览 的 形 式 ，为 喜 庆 的 节

日多添了一份文艺气息。

2016年 12月 31日下午，伴随着欢

快的人偶表演，由东莞市文广新局指

导，东莞市文化馆主办的 2017 年东莞

文化四季启动暨音乐舞蹈季奏响新年

第一个音符。2017 年，主办方将按照

季节更替时序，推出四大主题的“文化

艺术季”。东莞市民的文化休闲集中

地——“鸿福西 6 集市”也在当天首次

开放，美味饮食、文化创意产品等各类

摊位吸引市民纷纷前来“逛街”。

第 27 届佛山新年音乐会用美妙

旋律书写新年乐章。作曲家安迪·秋

保素的《飞弹》是音乐会中极其新鲜

有 趣 的 作 品 ，小 提 琴 演 奏 家 高 参 的

《卡门幻想曲》则宛如天籁。迈克尔·
兰德斯和邢延华更是展开花式对打，

将“乒乓球”请上音乐会，奏响一场体

育遇上音乐的传奇。大型话剧《铁血

道钉》的首次公演，讲述了中国铁路

工程师詹天佑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京

张铁路的故事，让佛山市的元旦多了

几分怀旧气息。

《月 夜》《禾 雀 飞 来》《雨 打 芭

蕉》……每一支舞蹈都在清远市文化

馆小剧场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

是清远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为迎

接新年举办的广东歌舞剧院迎新年

晚会现场，已是 2017 年迎新年广清文

化交流优秀剧目展演第二场。民乐

合奏《岭南粤韵》、大型舞蹈《赛龙夺

锦》展现出浓郁的地域和民俗风情，

《欢天喜地》等一曲曲欢腾的歌曲，引

领观众唱响中国梦。

由惠州市委宣传部、惠州市文广

新局主办的“中国梦 惠州福”欢乐新

春——2017 年惠州市元旦春节元宵

期间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

新年音乐会上，《禅院钟声》《我的太

阳》《把一切献给党》等国内外经典

名 曲 被 艺 术 家 们 尽 情 演 绎 ，二 胡 演

奏 家 钟 琦 在 升 降 独 奏 台 上 演 奏《我

的祖国》，细腻传神的琴声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

元旦期间，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

广场下起了一场 5 万元的“红包雨”，

这是“新年步步高”2017 中山市民欢

乐跨年晚会现场，一场接一场的精彩

节目轮番上演。这场“跨年盛宴”以

全程线上直播的形式覆盖全市市民，

点击量达 40余万。

悠扬的旋律一奏响，《新年好气

派》——2017 新会区新年音乐会就在

江门市上演。曲调柔美的古筝合奏

《春江花月夜》，描绘出江南水乡的迷

人月色，二胡齐奏《战马奔腾》则格调

热烈，万马奔腾的景象呼啸而出。管

弦合奏、民乐合奏、交响歌舞表演和

男女生独唱等各类表演形式让会场

绚烂夺目。

汕头杂技，南国之花。为展示汕

头杂技团建团 60 年的丰硕成果，汕头

市杂技团倾力打造的“潮海炫技——

汕头市杂技团建团 60 周年专场演出”

于元旦期间精彩献演，惊险无比的技

艺令市民拍手叫绝。

一支民族舞《阳光路上》，寄寓了

韶 关 市 2017 年 蓬 勃 发 展 的 美 好 愿

景。在 2017 庆祝元旦“我们的节日”

群众社团文艺精品展演活动中，10 多

个 群 众 社 团 用 欢 乐 的 歌 舞 共 贺 新

年。北伐战争纪念馆举办的“喜迎元

旦 畅游北伐”——全民参与有奖问

答喜乐会则带领市民回顾革命历史，

武警韶关市支队也于元旦当天举行

了“启航 2017”元旦升国旗仪式，迎来

2017 年第一缕灿烂阳光。始兴县在

澄江镇举办的 2017 广东·始兴（澄江）

“闹新娘·品黄酒”民俗文化节活动，

独具民俗风情的文艺节目轮番上阵，

澄江婚俗表演更是别开生面。

广东：用优美旋律弹奏新年乐章
温秋圆

2016 年 12 月 31 日，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在“粤之韵”——

2017广东音乐新年音乐会上演奏《春到田间》。 许建梅 摄

东莞市民在 2017年东莞文化四季启动暨音乐舞蹈季上欢乐地

跳舞。 黄孟良 摄

东莞：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本报驻广东记者 谭志红

性别不是评判作家的依据
————20162016深圳女性作家峰会侧记深圳女性作家峰会侧记

温秋圆

首届湛江（中国）创意设计大会举行

本报讯 2016年 12月 30日，由

深圳市阅读联合会、盐田区委宣传

部（文明办）、盐田区教育局、盐田区

社区教育学院主办的盐田区千人经

典诵读活动在深圳市盐田区举行。

千人经典诵读活动以诵读经

典为主题，以声情并茂的诵读为在

场 观 众 呈 现 一 场 国 学 经 典 盛 宴 。

活动还演出了由盐田区梅沙小学

自编的《古诗韵律操》、手语舞《跪

羊团》、现代京剧《红灯记》、武术操

《精忠报国》、学生齐诵《晨起自勉

文》等节目。

盐田区的传统文化推广活动

不仅在学校得到落地，校外各文化

广 场 也 随 处 可 见 诵 读 国 学 的 人

群。“国学经典公益能量诵读讲究

运用气沉丹田、调息的读法，是一

种帮助调节身体能量的诵读运动，

让我们在提高文化修养的同时也

锻炼了身体。”盐田区习学书院负

责人刘洋说。 （戴 波）

盐田千人诵读经典传承中华文化

女性作家峰会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