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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高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系统规划和全面推进文化工作。文化建设受到空前重
视，文化工作应当也必须担负起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的重任！

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召唤着文化工作者砥砺前行。从今天起，本报“砥砺奋进的五年”专栏将在展示全国各地
五年来文化建设鲜活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五年来文化工作各个领域的发展成就，记录全国文化工作者深入学习领会、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的认真实践和取得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文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创造性地

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作出

了全面部署。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和

激励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勇挑大梁、不计名利，

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根本任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为

自觉行动，潜心创作、勇攀高峰成为广泛共识，

创作生态不断优化，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主旋律

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为人民提供了丰富

的精神食粮，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魅力。

政策有力，创作环境不断优化

艺术创作生产离不开政策支撑和资金扶

持。十八大以来，文化系统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加强艺术创作规划，加

大扶持力度，组织实施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扶持工程、戏曲振兴工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

发展工程、中国民族音乐舞蹈杂技扶持发展工

程、剧本扶持工程、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艺术提

升计划、国家美术发展和收藏工程、艺术评论体

系构建和引导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

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精品创作提供

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据统计，2013 年到 2016 年

全国国有院团财政补贴年均增长 9.9%；国家艺

术基金 2013 年 12 月 30 日成立以来累计投入

18.8亿元，仅 2016年就投入 7.3亿元。

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扶持，在当前形成了

积极健康的文艺创作环境，极大地推动了文艺

创作良性生态的形成。

深入生活，创作心态积极向上

2014 年 11 月，中宣部、文化部等五部委联

合下发《关于在文艺界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意见》后，文化系统采

取多种举措，扎实推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文化部积极组织、引导广大文

艺工作者到基层一线、到老百姓中间去感受生

活疾苦，开展艺术采风，汲取艺术养分，进行结

对帮扶、慰问演出，播撒艺术种子。

如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

动不断深化，呈现出“三多”趋势：围绕艺术创

作特别是现实题材创作深入采风的越来越多，

长期扎根基层的越来越多，反复深入生活的越

来越多。据统计，2016 年各地共开展创作采风

和结对帮扶活动 9500 余项，参与的艺术工作者

近 10万人次；文化部直属 11家艺术创作单位共

开展创作采风和结对帮扶活动 180 余项，参与

人员 3600 余人次；涌现出一批“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的典型。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空前活跃

十八大以来，广大艺术工作者坚持新创与

复排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潜心创作、精

益求精，创作出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作品，如京剧

《西安事变》、昆曲“临川四梦”、豫剧《焦裕禄》、

秦腔《花儿声声》、评剧《母亲》、湘剧《月亮粑

粑》、儿童剧《红缨》、歌剧《红河谷》、芭蕾舞剧

《八女投江》、民族乐剧《又见国乐》等。这些剧

目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多样，是近年来舞台艺

术传承创新、勇攀高峰的具体体现。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等主题，创作推出了京剧

《党的女儿》、河北梆子《牺牲》、话剧《从湘江到

遵义》、歌剧《红军不怕远征难》、芭蕾主题晚会

《征程》、交响合唱音乐会《长征组歌》等一批革

命题材作品，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地方戏创作水准迈上新台阶。评剧《母

亲》、晋剧《于成龙》、粤剧《梦·红船》、锡剧《一

盅缘》等一批剧目，既能从本剧种的传统剧目

和塑造方法中彰显剧种特色，又能从本地区、

本民族其他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注重剧目内

容与剧种品质相契合。尤其是基层院团的创

作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现 实 题 材 在 数 量 和 质 量 上 均 有 大 幅 提

升。既有豫剧《焦裕禄》、话剧《麻醉师》、芭蕾

舞剧《鹤魂》等让英模事迹在文艺作品中得到

传扬的优秀作品，又有见证一代铁血军人使命

担当的军旅题材作品话剧《兵者·国之大事》，

还有直面灵魂的拷问与自我救赎、歌颂当代精

神文明建设的淮剧《小镇》，以及反映家庭酸甜

苦辣和百姓欢乐忧愁的滑稽戏《探亲公寓》、歌

舞剧《情暖天山》等。

经典复排作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进一步

发挥。复排了京剧《江姐》、昆曲“临川四梦”、

评剧《金沙江畔》、话剧《茶馆》《生死场》、儿童剧

《马兰花》、民族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作

品。2015年在民族歌剧《白毛女》首演 70周年之

际，文化部组织了《白毛女》舞台剧复排和全国

巡演，拍摄、上映了 3D 舞台艺术片，举办纪念座

谈会等系列活动，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引进排演了世界经典作品。瓦格纳歌剧

《尼伯龙根的指环》系列、芭蕾舞剧《小美人鱼》

《舞姬》等。举办了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

四百周年系列活动。莎士比亚、契科夫等名家

经典作品不断与中国观众见面。

（下转第二版）

创作生态不断优化 优秀作品不断涌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概览

本报记者 刘 淼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文化战线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保护祖

业、繁荣事业、发展产业”三业并举、“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两手齐抓、“历

史再现、乡村舞台”两项带动，全省文化工作亮

点频出，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

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利用

5 年来，甘肃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完成了第

三次野外文物普查、长城资源调查、第一次可移

动文物普查工作，文物资源家底全面摸清。“丝

绸之路”成功申遗，新增 5处世界文化遗产点、58

处国保单位。在石窟寺、古代壁画、土遗址保护

及数字化等领域保持了全国领先优势，“数字敦

煌”资源库上线运行，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

验室、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建成，多种文物保护新材料新工艺研发，

敦煌文物数字化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

石窟管理体制模式，将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

瓜州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

窟、庆阳北石窟寺 6 处横贯东西、相距千里的精

华石窟全部纳入敦煌研究院管理，开启了“敦煌

模式”。实施文化遗产“历史再现”工程，大力兴

办行业博物馆、专题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和“乡

村记忆”博物馆，全省博物馆数量从 220 个增至

490 个，国有博物馆覆盖各市县，其中“乡村记

忆”博物馆 140 个，形成了布局合理、特色鲜明、

种类丰富的博物馆网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事业突出公益属性，大力提升非遗保护水平，拥

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75项。不断完善保护制

度，颁布了《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出台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实施意见》和《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和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实施非遗传承人

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提高传承能力、扩大传承

队伍，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5 年来，甘肃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加大政府投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水平。目前，全省共有公共图书馆

103 个，文化馆 103 个，各类博物馆、纪念馆 385

个，美术馆、画院 54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中心）

1228 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各级分（支）中

心和服务站点 1.6万个，建成行政村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乡村舞台）14580 个（占全省行政村

的 91%），形成了健全完善的五级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公共文化服务硬件水平明显提升。大力

推进文化精准扶贫，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

教育、体育健身、科普培训等资源，组织实施

“乡村舞台”建设项目，为精准扶贫搭建智力支

持平台。（下转第二版）

甘肃文化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中共甘肃省文化厅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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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广西记者郭凯倩）10 月 11

日，第九届广西音乐舞蹈比赛决赛在南宁开

幕。活动将持续至 15日，通过 12 场比赛、惠

民演出和闭幕式汇报演出，全面展示近两

年来广西音乐舞蹈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

本届比赛是广西喜迎党的十九大召开

而举办的系列文化活动之一，其参赛作品

以鲜明的主题、细腻的情感、独特的视角和

新颖的形式展示了十八大以来广西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全区各族人民奋发有

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据介绍，此次比赛分声乐、器乐、舞蹈 3

个类别，吸引了自治区直属文化单位、14 个

地市文化部门和高校等 50 多个单位的 1000

多名文艺工作者参赛。参赛作品都是近两

年广西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

创作的歌曲、器乐曲和舞蹈新作，原创类作

品占了总数的 70%以上。桂风壮韵浓郁、民

族特色鲜明是这些原创作品的一大特点，

如歌曲《大藤峡放歌》《美丽南方》、器乐曲

《藤缠树》《壮乡随想》、舞蹈《风起苗舞》《背

山谣》等作品均取材于广西绚丽多姿的民

族文化资源。经专家遴选，148 个节目从初

赛的 243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广西音乐舞蹈比赛每两年一届，陆续

推出了一批群众耳熟能详的歌曲、器乐曲

和舞蹈作品，是推动广西音乐舞蹈事业发

展繁荣的重要平台。比赛在为专业选手搭

建平台的同时，还注重文化惠民，不仅实行

低价门票，还组织参赛选手在南宁民歌湖

舞台开展惠民演出，让基层群众共享艺术

创作最新成果。

喜迎十喜迎十九九大大

广西音乐舞蹈比赛展示艺术新成果

●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播发长篇通讯《“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本色与力
量源泉》，深刻地揭示：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同人
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 10 月 11 日，设在北京梅地亚宾馆的十九大新闻中心正式开始

对外接待服务，为境内外记者采访十九大提供服务保障。十九大新闻
中心驻地设置了新闻发布厅、个别采访室、融媒体访谈室、广播电视信
号服务室、网络服务室、图片服务室等功能区，为记者提供新闻采访、
资料查询、电视公共信号等方面的服务和保障。十九大新闻中心还开
发了境外记者报名注册审核系统和采访代表申请审核系统，并新增融
媒体访谈室服务，提供移动式交互信息服务。 （均据新华社消息）

本报讯 北京时间 10 月 10 日晚间，第

23 届国际灌溉排水大会暨国际灌溉排水

委员会 68 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在墨西哥召

开。我国推荐的宁夏引黄古灌区工程、陕

西汉中三堰工程、福建宁德黄鞠灌溉工程

成 功 入 选 第 四 批 世 界 灌 溉 工 程 遗 产 名

录。加上此前入选的陕西郑国渠、四川东

风堰等 10 处遗产，我国已有 13 处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

据了解，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世界文

化遗产、自然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均称为

世界遗产，是国际灌排委从 2014 年起开始

评选的世界遗产项目。其遴选标准要求灌

排工程建设年代在 100 年以上，在工程设

计、建设技术等方面领先于其时代等。

宁夏自秦朝起就开始屯垦开发，引黄

古灌区历经汉代的移民开发、屯垦凿渠，唐

代的筑堤引水、垦荒开田，元代的建闸设

堰，明代的疏浚修治、改立石闸，清代的“地

丁合一，奖励开垦”，推动了宁夏平原由游

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变和不同文化的融合

发展，形成了完善的无坝引水、激河浚渠、

埽工护岸等独特的工程技术，灌排渠系布

局合理，目前灌溉面积 828万亩。

始建于汉代的陕西汉中三堰，包括山

河堰、五门堰、杨填堰，是汉中盆地灌溉农

业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水利工程，共同

灌溉汉中盆地汉江北岸主要区域，使汉中

成为最早的“天府之国”之一。三堰在历

朝历代都有整修维护，时至今日仍灌溉着

汉台、城固、洋县的 21.75 万亩农田，对汉

中政治稳定和区域经 济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战

略意义。

黄 鞠 灌 溉 工 程 由 隋 朝 谏 议 大 夫 黄 鞠

主 持 兴 建 ，至 今 已 有 1400 多 年 。 该 工 程

位 于 福 建 省 宁 德 市 蕉 城 区 霍 童 镇 ，分 为

右岸龙腰渠、左岸琵琶洞渠系两个灌溉工

程系统，渠系长 10 多公里，灌溉面积 2 万

余亩。该工程是我国古代南方山丘区水

利和民间自筹修建、政府指导管理的典范

工程，具有较高的科技价值、文化价值、景

观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 （任学武）

我国三处古代水利工程成为世界遗产

在敦煌大剧院驻场演出的大型情景舞剧《丝路花雨》，设备设施高端、演员技艺精湛，以艺术形式

精彩“复活”了沉默千年的敦煌。图为演出场景“反弹琵琶”。 杜雨林 摄

喜迎十喜迎十九九大大

群众成为安徽文化活动主角

本报讯 （驻 安 徽 记 者 郜 磊）秋 风 送

爽、稻谷飘香，党的十九大即将胜利召开之

际，安徽各地群众文化活动格外活跃，形成

了全省范围的群文活动热潮。热在基层、热

在社区、热在乡镇，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真

正主角，台下乐意看、台上热心演，共同讴歌

祖国新面貌、人民好生活。

“讴歌黟县新成就 喜迎党的十九大”

2017 进贫困村巡演活动于 8 月下旬在黟县

碧阳镇丰梧村启动。活动节目单上，有大

合唱《我们的中国梦》、音乐快板《喜迎党的

十九大》、三句半《“十三五”规划谱新篇》等

鼓舞人心的内容。活动尤其突出了扶贫攻

坚主题，如《扶贫民谣唱山村》《打赢脱贫攻

坚战》《脱贫带头人，热血写忠诚》《懒汉脱

贫》等作品，用身边的楷模鼓舞人心，用美

好的前景催人奋进，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

富的信心。

9 月 16 日，“我说这五年”铜陵市喜迎

十九大诵读大赛复赛在铜陵市图书馆新馆

举行。60 位热爱诵读的铜陵市民用诗意语

言描述了家乡这五年的变化——有在外游

子写给家乡的“慰问长信”，用“眺望铜陵”

的诗句倾诉绵绵乡思；有普通市民赞颂家

乡五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回溯自己与这

座城共同“拔节生长”的点点滴滴……不同

年龄、职业、性别的铜陵人，同声朗诵大美

祖国，把无数个人经历的“小确幸”演绎成

祖国大家庭收获的“大幸福”。

9月 25日晚上，定远县界牌集镇举办了

一场以“盛世中国、喜迎盛会”为主题的文

艺演出，该镇各村、社区文艺骨干和舞蹈队

纷纷登台献艺。扇子舞《欢聚一堂》、舞蹈

《江南梦》、民乐合奏《绣金匾》、钱杆舞《张

灯结彩》等博得了阵阵掌声。虽然当晚雨过

天阴、蚊虫较多，但观众多达千人，有些群众

在120多分钟的表演结束后还不肯离去。

在省城合肥，瑶海区举办的“讴歌大湖

名城新成就、喜迎党的十九大”系列文化活

动始于 9 月中旬。“社区大舞台”文艺专场演

出 在 各 个 社 区 巡 演 ，尤 其 受 到 老 百 姓 欢

迎。马岗社区一位老大爷刚入住新房，就

在家门口看了演出。他捋着胡须笑说：“搬

新居，看新戏，美好生活没得比。”

在皖中，“大包干”发源地滁州借助第

六届中国农民歌会的余响，于 9月 30日举办

了第四届“出彩滁州人”演出季总决赛，60

多个团队献艺献技，18 万人次群众网上投

票评比，数万名网友线上点赞。参与人数

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为该地历年来

群众文化活动之最。

在皖北，亳州市谯城区组织了“百场戏

曲进社区”活动，9 月起在基层社区巡演两

个月。“这次活动紧紧围绕文化强区目标，

大力推介本区优秀文化产品，讴歌十八大

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满足广大

群众的精神需求。”谯城区文化事业发展中

心主任董德华说。

在皖南歙县，徽州古城民俗文化节刚

拉开大幕，农民书画展、徽州古城摄影大

赛、古城帐篷节等系列活动在 5 个乡镇分会

场陆续展开，活动时间从 10 月中旬延续到

11 月底，全面展现歙县民众喜迎十九大、共

享文化建设成果的喜悦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