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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 陕 西 记 者 任 学

武）日前，由陕南安康市、商洛市、

汉中市公共图书馆联合发起的“陕

南地方文献业务建设联盟”在安康

成立。安康市图书馆馆长李焕龙

当选首届理事会理事长，商洛市图

书馆馆长刘宏、汉中市图书馆馆长

杨汉军当选副理事长。

联盟成立仪式上，《陕南地方

文献业务建设联盟章程》经审议通

过，陕南首届地方文献业务论文大

赛、首届陕南特色地方文献展览两

项活动同时启动。李焕龙介绍，陕

南地方文献业务建设联盟由陕西

省图书馆联盟给予业务指导，将以

地方文献的征集、交换、研究为主

要任务，实现特色地方文献资源、

项目及数据库的共建共享。

陕南地方文献业务建设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王立元）由中

央歌剧院、海南省委宣传部和海南

省文联共同推出的大型原创民族

歌剧《红色娘子军》，将于 6 月 14 日

和 15 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歌剧院

上演。

数十年来，“红色娘子军”题材

以琼剧、电影、芭蕾舞剧、京剧和电

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在大众面

前，历经岁月磨砺，依然保持着盎然

生机。如何把经典作品打造成叫好

又叫座的民族歌剧，对中央歌剧院

来说是不小的挑战。主创团队介

绍，此剧根据梁信先生电影剧本《红

色娘子军》改编，讲述了海南穷苦女

儿吴琼花在红军的帮助下逃离压

迫，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故事。

该剧故事线索尊重经典，设计了贯

穿始终的“木棉花”意向，在原有故

事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感人情节，使

剧本更加曲折、有张力。该剧音乐

创作忠实于海南民族民间音乐的风

格特点，剧中的人物主题音乐全部

从海南本土音乐中提炼而来。

中央歌剧院党委书记袁平透

露，为了更加生动地展现娘子军精

神，今年 4月 25日至 30日，剧院组织

34名参演同志赴北京卫戍区某部参

加了为期 6天的军训，让大家走进军

营感受部队氛围、体验军旅生活。

希望这次央地合作能让高雅艺术接

地气，受到广大群众认可。

本报讯 （赵舒文 驻四川记

者王雪娟） 6月 2日，四川省召开振

兴川剧 35 周年座谈会，四川及重庆

的川剧界代表人物及社会各界代

表 100 余人参加会议，共同探讨川

剧未来的发展思路。

座谈会上，艺术家代表就川剧

发展积极建言献策。重庆市川剧

院院长、“三度梅”获得者沈铁梅呼

吁，要加大川剧生态圈建设，川渝

两 地 的 艺 术 家 和 院 团 要 多 交 流 ，

抱团组成川剧大军，向全国、全世

界推广川剧。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院 长 陈 智 林 说 ，川 剧 振 兴 的 重 点

是 出 人 、出 作 品 、出 效 益 ，要 充 分

认 识 振 兴 川 剧 的 历 史 使 命 ，打 造

巴蜀文化品牌。

四 川 省 文 化 厅 党 组 书 记 、厅

长 周 思 源 表 示 ，四 川 将 进 一 步 加

大 政 府 投 入 ，将 川 剧 演 出 纳 入 基

本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目 录 ，通 过 政 府

采购服务产品等方式为基层群众

提 供 川 剧 演 出 。 下 一 步 ，四 川 将

从人才队伍建设、剧目创作、川剧

普 及 等 方 面 着 手 ，推 动 川 剧 创 新

发展。

1982 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提

出振兴川剧的口号。35 年来，川剧

事业按照“保护、继承、改革、创新”

的新八字方针，在剧目创作、戏曲

普及、市场开拓等方面取得了良好

成绩。2016 年，四川省印发《关于

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 川 剧 传 承 保 护 工 作 指 明 了 方

向。目前，川剧舞台上共绽放出 22

朵“梅花”，全省建立了 44 所川剧传

承基地，录制传统代表剧目上百余

部（折）。

本报讯 （记者胡克非）6月4日，

由北京市文联，北京援藏指挥部，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委、市政府共同

主办的“共话京藏情·同筑中国梦”

首都艺术家代表团赴藏文化交流活

动在拉萨市展开。未来一周，由北

京市文联组织的近 50名首都艺术家

将深入拉萨社区、学校、建筑工地开

展3场文艺演出和3场书画笔会。

本次赴藏交流的人员以活跃在

首都的中青年艺术家为主，演出节

目涵盖舞蹈、歌唱、杂技、器乐、曲

艺、魔术等多个艺术门类，既有传统

经典作品，也有青年艺术家的原创

作品，让西藏观众可以感受到地道

的京腔京韵，也能看到别具特色的

民族艺术。此外，贾文龙、高希祥、

彭仕强、王鹏、韩启东等首都书法

家、美术家还将与藏族书画家共同

举办创作笔会，用笔墨书写京藏两

地的深厚情谊。

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秘

书长杜德久表示，首都艺术家代表

团赴藏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自 2012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 6 届。活动以

文 艺 为 桥 梁 ，极 大 促 进 了 京 藏 两

地 文 化 交 流 和 民 族 团 结 。 今 年 ，

首 都 艺 术 家 将 继 续 用 饱 满 的 热

情 ，通 过 演 出 、笔 会 、走 访 慰 问 等

形式表达对藏族同胞的深情问候。

原创民族歌剧《红色娘子军》将首演

首都艺术家代表团
再赴西藏开展文化交流

四川召开振兴川剧35周年座谈会

初夏时节，素有“北国江南、江南

北 国 ”的 河 南 信 阳 城 中 一 片 郁 郁 葱

葱。坐落在市中心的信阳市文化馆

里，每天人流如织，前来参加各类文

化活动的市民中，学习民间舞蹈的人

最多。馆长李声凯说，几年前，豫南

民间舞蹈大多只在当地艺人间传播，

喜欢的人多，会跳的人少；想学的人

多，会教的人少。考虑到信阳绝大多

数乡镇建有文化广场，近两年，各县

（区）文化部门因势利导，从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广场舞入手，实施“豫南民

间舞蹈广场化”项目。渐渐地，跳广

场舞的群众越来越多，呈现出遍地开

花的景象。

2014 年，信阳市申报的“豫南民

间舞蹈广场化”被河南省文化厅、省

财 政 厅 批 准 为“河 南 省 公 共 文 化 服

务体系示范项目”。截止到 2016 年

底 ，全 市 学 习 豫 南 民 间 舞 蹈 的 人 数

达 10 万余人，演出团队总数达 1579

个，全市组织举办近百期“豫南民间

舞蹈广场化示范项目”舞蹈培训班，

培训后的学员在基层担任教员继续

开展辅导工作。对这些广场舞爱好

者 来 说 ，不 仅 自 己 的 文 化 生 活 丰 富

了，他们还走进基层开展演出，为当

地百姓带去了欢乐。潢川县举办的

豫南民间舞蹈培训班，抽调 30 人集

中 排 练 ，在 送 文 化 下 乡 活 动 中 进 行

巡 回 展 演 ；浉 河 区 文 化 馆 将 培 训 班

的舞蹈骨干分派到全区 16 个广场进

行 辅 导 ，近 万 人 从 中 获 益 …… 两 年

多 来 ，全 市 学 跳 豫 南 民 间 舞 蹈 的 人

数 不 断 增 加 ，舞 民 年 龄 呈 两 头 增 长

的趋势，由原来的中老年群体为主，

发展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也成了豫

南民间舞蹈的拥趸。

信阳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夏长江

表示，“豫南民间舞蹈广场化”使文

化培训的场地从排练厅拓展到街头

小花园、村头打麦场，在促进城乡文

化 均 等 化 发 展 上 进 行 了 积 极 尝 试 。

为 了 整 合 资 源 ，信 阳 市 文 化 馆 还 建

立 联 动 机 制 ，哪 里 有 需 要 就 把 专 业

人 员 派 到 哪 里 开 展 辅 导 。 与 此 同

时，文化部门组织全市舞蹈作曲、编

导 方 面 的 创 作 人 员 群 策 群 力 ，对 豫

南 民 间 舞 蹈 伴 奏 音 乐 进 行 整 理 ，改

编 成 适 合 广 场 演 出 的 形 式 ，《花 挑

舞》《火绫子》等一批流传较广、极具

地域特色的豫南民间舞蹈还被纳入

全市非遗保护范围。

为 保 证 该 项 目 的 持 续 性 ，信 阳

市 文 化 部 门 还 组 织 专 家 小 分 队 ，深

入市直单位和县（区）、乡镇进行现

场检查，跟踪辅导，规范和统一舞蹈

动作。如今，以“豫南民间舞蹈广场

化 ”为 重 点 的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示

范项目创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河

南 省 文 化 厅 副 厅 长 康 洁 表 示 ，下 一

步，要充分挖掘地方素材，创作一批

来自民间、接地气的舞蹈作品，打造

一 批 本 土 舞 蹈 品 牌 ，同 时 要 优 化 解

决 广 场 舞 扰 民 的 问 题 ，因 地 制 宜 地

让信阳民间舞蹈健康发展。

河南信阳：广场上跳起民间舞
本报驻河南记者 陈关超

本报讯 6 月 2 日至 4 日，由中

国文化报社品牌活动部主办的“翰

墨情缘 畅写人生——谢金龙书法

展”在北京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

中心举行。展览共展出谢金龙书

法作品 100 余幅。来自全国各地的

艺 术 家 、评 论 家 等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600 余人参加展览开幕式，中国文

化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杨胜生致

开幕词。

谢金龙少年时期便痴迷书法，

他将书法艺术与中华传统文化相

融 合 ，形 成 了 独 树 一 帜 的 书 法 风

格，既有儒家的坚毅果敢，也蕴含

老庄的散淡闲适。谢金龙认为，书

法家必须要修品，要培育自己的人

格，做到坦荡如玉。书法创作不是

临习几个名家碑帖那么简单，只有

多研习，眼界才会更开阔，思想才

会有创新。 （罗江浇）

“六月是童年的摇篮，是童年的

故乡。六月是养育我们的沃土，更是

照耀我们的太阳……”近日，江西省

新余市铁路小学的学生走进魁星阁

社区，小诗歌爱好者们手捧诗作，用

稚嫩的童音把一首首诗篇读给社区

的爷爷奶奶。

对魁星阁社区的居民来说，坐落

在社区内的铁路小学带给大伙儿的

福 利 不 只 是 一 场 朗 诵 会 这 么 简 单 ，

学 校 的 活 动 室 、操 场 上 的 体 育 设 施

都可以用来搞活动、锻炼身体，方便

又省心。这一福利主要得益于新余

市 探 索 建 立 的“ 校 园 开 放 ，辐 射 社

区，共同管理，合作共赢”的公共文

化 服 务 模 式 ：校 园 内 的 公 共 文 化 资

源 对 所 在 地 社 区 开 放 ，让 学 校 从 封

闭 的 围 墙 内 走 出 来 ，成 为 社 区 文 化

建设的重要补充。

学校的文化设施往往要比社区

好 ，但 设 施 的 使 用 群 体 仅 局 限 于 师

生，在学生放学尤其是寒暑假期间，

这些设施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本着

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和均等化的原

则 ，新 余 市 以 学 校 文 化 设 施 融 入 社

区 为 目 标 ，采 取 学 校 网 络 工 程 向 家

长开放，校园体育设施、心理咨询室

向 社 区 居 民 开 放 ，活 动 室 向 社 区 老

人开放的学校文化设施“四项开放”

举 措 ，最 大 限 度 发 挥 校 园 文 化 设 施

的作用。

渝水区五一路小学是新余市最

先 推 行“ 四 项 开 放 ”工 作 的 试 点 学

校。近两年来，五一路小学网络工程

共接待学生家长 1.5万人次，活动室为

社区老人开设了 120 多堂课，学校心

理咨询室接待社区居民 200 多人次，

体育设施平均每天吸纳社区居民 150

人次。五一路小学副校长杨小宝透

露 ，自 学 校 的 文 化 设 施 向 社 区 开 放

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更紧密了，学

生与家长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五一路

小学所在的电工厂社区主任王红荣

说：“‘四项开放’弥补了社区文化场

地、艺术人才上的不足，既让学校资

源‘活’起来,也让社区的文化设施更

加完善。”

在硬件设施向社区开放的同时，

学校也把一些精彩的文艺演出、艺术

作品、文化讲座送进社区，孩子们稚

嫩又真诚的表演给居民平淡的生活

增添了不少乐趣。5 月 27 日晚，新余

市庆“六一”专场文艺汇演在市文化

广场举行，全市 10 多个学校自编自创

的舞蹈、器乐、声乐、情景剧等节目轮

番登台，为百姓带来了一场童趣十足

的演出。渝水区钢丝厂职工王大姐

边看演出，边拍照，她说：“文化活动

进社区不仅可以丰富居民的文化生

活，更重要的是让平常忙于工作的家

长知道孩子在想什么。自从学校送

文化到社区后，我和孩子间的话题多

了，隔阂少了。”

面对学校给社区文化建设提供

的无私帮助，社区的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们也并未单向地享受。他们集

思广益，与学校合作，开设了“四点半

钟”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

地等。资源共享、人才共用、活动共

办，使中小学生的课堂延伸到社区。

这项活动得到了学生家长，特别是农

民工家长的一致好评。

每 当 中 小 学 开 学 ，渝 水 区 电 工

厂、钢丝厂、梅园等社区的图书室就

化身为“四点半钟”学校，让放学后

的孩子有地方可去。“四点半钟”学

校 还 经 常 邀 请 在 校 大 学 生 、社 区 志

愿 者 担 任 孩 子 们 的 课 外 辅 导 老 师 。

“孩子放学后没人管、没地方去是我

的一块心病，‘四点半钟’学校正好

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一位农民工

母亲感激地说。

5 月底，电工厂社区依托社区青

少年之家和未成年人活动室，组织开

展了未成年人趣味体育比赛，社区内

80 名未成年人参与到这次活动中。

负责这次活动的社区书记王喜忠表

示，他们经常与学校联合开展活动，

几乎每周一次，深受小朋友喜爱。今

后，社区还将在活动方式、内容上不

断创新，使学校和社区碰撞出更多火

花，让学生和居民都从中受益。

居民多了活动场所，孩子有了“四点半钟”学校

江西新余：学校社区合作共赢
本报驻江西记者 伍文珺 通讯员 万小毛 万帅麒

谢金龙书法展畅写人生

在信阳各地的文化广场，看广场舞、跳广场舞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的习惯。 周 佩 摄

6 月 4 日，贵州省丹

寨县在卡拉广场举行一

年一度的“云上丹寨·大

美非遗”系列活动。来

自全县 200 多名非遗传

承人及手工艺人，和全

省各地区的 38 支芦笙

舞队伍齐聚这里，开展

苗 族 刺 绣 、苗 族 蜡 染 、

苗 族 芦 笙 制 作 等 手 工

技艺和芦笙舞蹈、芦笙

吹奏比赛。

图 为 芒 筒 芦 笙 祭

祀乐舞表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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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庆“六一”专场文艺汇演现场，孩子们为社区居民表演节目。 曾 琪 摄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谭志红）

作为 2016年文化部公共文化发展中

心确定的第二批数字文化馆试点建

设单位，广东省数字文化馆历经一

年多建设，于近日正式上线，省内群

众想看演出、上公益培训课、参与志

愿活动、线上展览，只要通过广东省

数字文化馆网站即可完成网上预

订、验票、上课签到等环节。

广东省数字文化馆坚持标准

统一、平台统一、服务统一的原则，

在建设之初即重视标准规范建设，

重点开展了基础数据标准建设、服

务规范建设探索研究，依托全国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颁布的相关

标准，逐步形成有关文字、图片、音

视频、场馆、活动、培训等对象的标

准及各类活动服务规范，为全省数

字文化馆建设提供了指南。

与此同时，广东省数字文化馆

纵向依托广东省文化馆联盟，大力

推动数字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

整合全省 21 个地市文化馆（站）资

源，建立省、市、县（区）文化馆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体系；横向对接省内各

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同时

实现国家数字化支撑平台、广东公

共文化云互联，让群众通过一个平

台即可享受全省的优质文化服务。

未来，广东省还将推出广东文汇

通平台、广东文化供需平台、文化众筹

平台、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平台。

广东省数字文化馆正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