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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黎川：体验农垦文化，寻觅往昔记忆
熊 云

6 月 21 日，72 岁的上海知青李兰

华又一次来到江西省黎川县德胜镇，

她 太 熟 悉 这 里 的 一 草 一 木 、一 砖 一

瓦。20 多年的农垦生活，让她对曾经

下放工作的德胜镇感情深厚，每隔几

年，她都会从上海来到德胜镇看看，

与这里的老乡和朋友拉拉家常，寻觅

当年知青生活的痕迹。如今，德胜镇

正以特有的农垦和知青文化为主题，

依托“红色、绿色、古色”文化旅游资

源，打造现代旅游和休闲度假游，吸

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和知青前来小镇

赏景休闲，寻觅乡愁。

德胜关原名“关上”，因明朝朝廷

派兵平叛关上动乱得胜，故取名“德

胜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

省市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来到这里，

创建省直管国营德胜关林农牧 综 合

垦 殖 场 ，先 后 办 起 了 电 炉 厂 、钢 琴

厂、整流器厂、耐酸泵厂、工艺美术

厂 等 20 多 家 工 厂 ，形 成 以 机 械 、电

子、化工、陶瓷为支柱，与有地方特

点的编织、工艺、竹木制品协同发展

的新局面，建起一个商业繁荣、场区

繁 华 的 德胜。2005 年，德胜垦 殖 场

撤场建镇。

两 代 农 垦 人 艰 辛 付 出 ，创 造 出

德 胜 独 有 的 农 垦 文 化 。 2016 年 ，黎

川县把建设德胜农垦文化旅游小镇

纳 入 全 域 旅 游 规 划 中 ，充 分 挖 掘 农

垦 文 化 和 民 俗 文 化 ，聘 请 浙 江 宁 波

智典江山旅游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专

家 ，以 共 大 垦 读（学）、黎 河 古 埠

（商）、工 贸 年 代（工）、 革 命 小 镇

（居）、知青岁月（艺）、农垦记忆（农）

六大主题为主要内容对农垦区域景

观改造进行设计，打造“一轴、三区、

五街”的风貌景区。

2016 年 底 ，黎 川 启 动 德 胜 农 垦

文 化 旅 游 小 镇 建设，在德胜农垦街

区铺设沥青路面 1.3 公里，建设地下

供水管道、雨水管道、污水管道等，改

造沿街房屋立面变成土黄色（与 1957

年一代垦荒者入关搭建的土坯房颜

色相近）；沿街栽种樟树、紫薇等绿化

树 ，安 装 具 有 农 垦 元 素 的 太 阳 能 路

灯；建设农垦文化广场，以一代垦荒

者群像为主题雕塑，两边打造农垦历

史和德胜关历史浮雕墙；打造农垦文

化体验园，园内建设农垦记忆馆、农

耕记忆馆、休闲吧、陶瓷创意室、民

宿、食堂等；在翠竹园建设票证记忆

广场，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种票证

（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等），展示历

史票证文化。此外，该县还采用免租

金的方式，鼓励引导企业、个人，利用

农垦小镇主街两侧公房布置商业业

态。目前，已有中医理疗、连环画、书

法、油画、陶瓷古玩等 20 余家店铺开

业，再现历史年代的商街风貌，活化

历史小镇。

德胜镇德胜村村民张晓明在这

里生活了 60 多年，见证了小镇的变

迁。“上世纪 80 年 代 的 德 胜 镇 ，当 时

人 们 住 的 是 土 坯 房 ，集 镇 街 道 脏 乱

情 况 随 处 可 见 。 现 在 打 造 农 垦 文

化 旅 游 小 镇 ，保 存 了 原 来 农 垦 时 的

历 史 遗 迹 ，丰 富 了 农 垦 文 化 、知 青

文 化 和 农 耕 文 化 元 素 ，不 仅 街道变

得干净整洁，游客也越来越多。”张晓

明坦言，他对家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

信心。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李如浪

一家，在镇上开小店做生意已有 20 多

年。如今镇子发展农垦文化旅游，李

如浪对此赞不绝口：“镇上现在和以

前相比变化太大了，近年来，国家发

展旅游业，把德胜建设成风情旅游小

镇，给我们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

遇。以前商店的物品单一，现在我们

也 在 随 着 镇 子 的 发 展 调 整 生 意 策

略。如今我们的商品更丰富，笋干、

豆 腐 皮 、洋 芋 粉 丝 等 本 地 特 产 很 受

游客欢迎，酒店、民宿等服务业也越

来 越 健 全 ，游 客 数 量 逐 日 递 增 。 我

亲眼见证着小镇的日渐成长和日益

热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 代 化 。 黎 川 县 委 书 记 聂 仕 雄 表

示 ：“ 黎 川 县 将 以 十 九 大 精 神 为 指

引，不断深入分析德胜镇自然生态、

文化景观、民俗等资源，特别是深入

挖 掘 农 垦 文 化 和 民 俗 文 化 ，丰 富 德

胜 农 垦 文 化 旅 游 内 涵 ，推 动 农 业 和

旅 游 服 务 业 融 合 发 展 ，进 一 步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帮 助 贫 困 群 众 实 现

脱贫梦想。”

“通过打造农垦文化旅游小镇，

形成德胜特有的旅游风格和体系，以

此扩大带动就业，发展旅游服务业，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助 力 精 准 脱 贫 攻

坚 。”德 胜 镇 党 委 书 记 虞 明 表 示 ，

“目 前 农 垦 旅 游 成 为 黎 川 发 展 全 域

旅 游 的 一 大 亮 点 ，吸 引 了 一 大 批 原

在 德 胜工作和生活过的上海知青和

省内外游客前来观光赏景，留住往昔

的记忆。”

第二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

尽 展 京 昆 大 美
本报驻江苏记者 王 焰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12月8日

至 9 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

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主办，中

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的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

划学术委员会 2018 年会在北京举

办 。 来 自 全 国 部 分 高 校 、科 研 机

构、规划设计单位和规划管理机构

的专家学者，围绕“生态文明视角

下的历史文化保护”议题展开了交

流和探讨。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

城规划学术委员会顾问汪志明认

为，过去 30年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已形成了从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

化街区到历史文化名城 3 个层次的

规划保护体系，并随着时代的发展

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表示，

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历史环境的

快速消失是当前城市环境面临的双

重危机，应将历史环境保护作为城

乡规划的重要目标。自然资源部国

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张兵说，要进

一步认识和传承我国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所蕴含的自然

和人文规律，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来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业界研讨生态文明视角下的

历史文化保护

近日，由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创

排的大型舞台剧《九腔十八调》在哈尔滨

市上演。

该剧由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当

家花旦、龙江剧表演艺术家李雪飞领衔主

演，描写的是戏曲人坚守舞台的故事。

该剧是龙江剧的寻根戏，演绎的是

龙江剧艺人的故事，不仅融入了东北民

间二人转、拉场戏、套子口和俏皮嗑等表

演艺术精华，也是新时期龙江剧音乐、唱

腔、舞蹈以及舞美特色在舞台上的一次集

中呈现。

图为《九腔十八调》演出剧照。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摄

11 月 26 日晚，浙江昆剧团在江苏

南京演 出 的《西 园 记》谢 幕 时 ，江 南

剧院内掌声如潮，观众站起来喝彩，

并纷纷拥到台前拍照。戏迷罗女士

一边朝舞台挥手一边激动地对记者

说：“戏看得多了，平常的演出一般

就 象 征 性 地 拍 拍 手 ，今 天 的 演 出 实

在太好看了！演小生的演员虽然后

半场嗓子倒了，不过他表演得真好，

越是这样，我们越要为他鼓掌。”南

京观众的热情和宽容让台上的演员

也 为 之 动 容 ，当 主 演 把 观 众 送 上 的

鲜花转送给幕侧下个月就要退休的

笛师时，温情的一幕感染了现场的每

一个人……

京昆名家聚金陵

11 月 8 日至 30 日，由江苏省委宣

传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

文联主办的第二届紫金京昆艺术群

英会在古都南京举办。本届紫金京

昆艺术群英会秉承“会古今风华，展

京昆大美”主题，群英荟萃、好戏连

台，共有 19 家院团参演，云集了 32 台

京昆大戏、13 位梅花奖演员。演出

中，原创经典京昆剧目展演、经典折

子戏展演、京昆新秀展演、戏曲名角

见面会竞相绽放，全面展示了京昆艺

术在当今的传承与发展，观众可以尽

享京昆艺术大餐。

传统经典老戏向来深受老戏迷

追捧。此次参演剧目中，北京京剧院

的《珠 帘 寨》、上 海 京 剧 院 的《汾 河

湾》、福建省京剧院的《大闹天宫》、江

苏 省 京 剧 院 的《野 猪 林》和《凤 还

巢》、南京市京剧团的《白蛇传》纷纷

上演，熟悉的唱腔念白、传统程式尽

显经典老戏魅力，观众场场爆满，叫

好 声 不 绝 于 耳 。 此 外 ，新 编 剧目也

令人耳目一新，它们或是原创剧目，

或整理改编自传统老戏，体现了当代

艺术家的高水准和时代审美，赢得年

轻观众的青睐。其中，2017 年亮相第

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现代京剧《向

农》几经打磨，质量不断提升，此番亮

相深受好评，被誉为“真正姓‘京’的

新编戏”。

11 月 18 日晚，江苏省演艺集团昆

剧院第四代青年演员单雯、张争耀主

演的昆剧《幽闺记》上演。该剧以经

典南戏《幽闺记》剧本为蓝本，再现

失 传 已 久 的 经 典 剧 目 。 舞 台 上 ，演

员的表演细腻动人，将婉转、细腻的

昆曲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11 月 21

日，来自上海、江苏的京昆艺术名家

集 聚 南 京 ，以 串 折 连 缀 的 方 式 上 演

绝迹舞台多年的“京昆传奇”《铁冠

图》。奚中路领衔《对刀步战》、柯军

领衔《别母乱箭》、蔡正仁领衔《撞钟

分宫》、史依弘领衔《贞娥刺虎》，4 个

小时，老生戏、武生戏、官生戏、旦角

戏异彩纷呈，不同流派的名家登台亮

相，各行当尽显风采。

新生代崭露头角

戏台大腕儿的风采令人回味，新

生 代 小 昆 班 的 崭 露 头 角 更 让 人 欣

喜。11 月 14 日晚，青春力量涌动江南

剧 院 ，一 群 十 四 五 岁 的 孩 子 英 姿 勃

发，唱念做打有模有样，一招一式颇

见功力。他们是来自江苏省戏剧学

校 2015 级小昆班的学生。2015 年，江

苏省戏剧学校为培养昆剧后备人才，

面向全国招收 40 名昆剧表演专业委

培学生。此番登上京昆艺术群英会

的舞台，昆曲新生代首次集中亮相便

有不俗表现。江苏省戏剧学校校长

朱琰颇感欣慰地说：“这次汇报展演

是对孩子们学习成果的展示，也是对

老师教学的检验与促进，希望能有更

多人关注昆曲新生代。”

看演出、听讲座、参加戏曲名角

见面会、观看京昆电影展映……本届

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期间，戏迷们也

没闲着。据主办方统计，本届紫金京

昆艺术群英会仅演出票房就为上一

届的两倍。

11 月 11 日晚，初冬的南京寒意渐

浓，京剧名家王珮瑜在紫金大戏院开

讲《古 调 今 谈 —— 京 剧 的 演 唱 与 跨

界》。王珮瑜结合即将演出的《汾河

湾》，边讲边演，现场示范，带领全场

观众互动。剧场内，当几百人一起用

浓浓的湖广音高声念道：“且住！想

我仁贵，离家一十八载……”台上台

下笑声一片。

戏迷说戏见真招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紫金京昆艺

术群英会期间还成立了剧评团，实现

了“戏迷说戏”。主办方招募遴选了

15 名爱戏、懂戏的戏迷，他们当中有

教师、医生、记者，也有票友、戏剧专

业博士生等，虽然身份不同，但都有

着对戏曲艺术深深的热爱。为了在

看戏结束后的第一时间交出高水准

的剧评，剧评团成员做足了功课。早

早查阅资料，认真欣赏，边看戏边记

录，辛苦的背后是 41 篇高水平的剧

评。这些剧评有的对剧目、表演、乐

队点评精到准确，突显专业范儿；有

的立足挖掘思想深度，探索剧目的当

代属性；有的解读剧目轻松诙谐，充

满了时尚感……

23 天的时间不长也不短，11 月 30

日晚，随着《京昆名家名段演唱会》精

彩上演，本届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在

星光熠熠中圆满落幕。此次活动得

到了观众和参演院团的一致好评与

赞许，大家约定，下一届“群英会”再

相见。

（上接第一版）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5 年，在

中宣部的统筹下，原文化部与 11 个

部门一起开展调研，推动了国办出

台《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

政策》。

为培育有利于戏曲活起来、传

下去、出精品、出名家的良好环境，

文化和旅游部实施了戏曲振兴工

程。摸清戏曲家底，开展全国地方

戏曲剧种普查。传承戏曲经典，实

施京剧像音像工程，“十三五”期间

计划录制 350 部剧目，建成天津、北

京、上海 3 个录制基地，并研究启动

戏曲像音像工程。支持戏曲创作，

国家艺术基金成立以来，扶持戏曲

项目 200 多个；开展戏曲剧本扶持

工 程 ，资 助 近 150 部 戏 曲 剧 本 创

作。支持戏曲演出，举办京剧、昆

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等艺

术节庆及新年戏曲晚会、全国地方

戏优秀剧目展演等展演展示活动；

加大对基层和民营院团的扶持力

度，举办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实施中

国民族音乐舞蹈杂技扶持发展工

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

开展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工作，制

定相关普查标准和规章制度。

艺术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

艺术评价是引导创作、多出精

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

量。评奖和评论是艺术评价的重

要组成部分。文化和旅游部认真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文艺作品评

价体系，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

市场检验统一起来。

评 奖 机 制 进 一 步 改 革 和 完

善。按照中央有关评奖改革的精

神和巡视组整改的意见，精简压缩

评奖项目和奖项数额，健全评奖机

制。如今，文化和旅游部常设全国

性文艺评奖项目只保留中国文化

艺术政府奖 1 项；修改了《文华奖章

程》和评奖办法，探索建立获奖作

品跟踪考核和演出机制。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组织实

施了“艺术评论体系构建和引导计

划”，强化评论阵地建设、评论人才

培养、评论实践开展和评论成果推

广，为艺术创作的繁荣发展营造了

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形成了一批

有影响的评论阵地，推出了一批评

论新人。

造就一支德艺双馨的文艺队伍

为造就一支德艺双馨的文艺

队伍，文化和旅游部近几年做了大

量工作。

作为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的

重要一项，文华表演奖的评选为艺

术界树立了德艺双馨的典范；多措

并举，央地联动，初步形成了有步

骤、有层次、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

系，为建设一支德艺双馨、专业均

衡、结构合理、数量宏大的人才队

伍打下了基础。同时，继续深化改

革，打破体制机制限制，采取“一团

一 策 ”等 措 施 ，完 善 人 才 评 价 、流

动、激励机制，想方设法为艺术家

提供平台和机会，鼓励创新创造，

不拘一格吸引人才、凝聚人才、使

用 人 才 ，使 更 多 艺 术 人 才 脱 颖 而

出，为全面提升艺术创作水平提供

了人才支撑。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2015 年 9 月 ，中 办 、国 办 下 发

《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后，文化

系统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有机统一，通过多种惠民措施，让

人民群众共享艺术发展成果。据统

计，2013年至2016年，全国艺术表演

团体演出场次、观众人数、演出收入

逐年提高，总体上看，实现了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实施低票价惠民。在文化和

旅游部主办的活动中降低票价；在

第 11 届中国艺术节上，100 元以下

的低价票占到 65%，20 元的门票占

到 30%；中直院团带头降低票价，国

家艺术院团演出季进一步加大惠

民力度，100 元以下低价票超过总

票数的 60%。目前，文化和旅游部

正在与教育部等部门协商，推动戏

曲进校园，让中小学生每年看一场

戏曲演出。全国多地政府已将惠

民演出纳入为民办实事重大项目

之中，加大补贴力度。

艺术领域向“高峰”攀登

本报讯 （记者李月）12月11日，

2018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2018 清华大学艺术·设计学术月暨

文创设计人才培养”项目成果汇报

展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开幕。

该项目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和该校艺术与科学研究

中心承担实施，是面向文博系统一线

工作人员开设的艺术设计专题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 3个月，以深入发

掘馆藏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

华文明，推进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并

围绕展陈策划、展陈设计、文创开发3

个方向，通过“集中培训+课后实践”的

形式开展。41名授课教师向30名学员

传授了展览策划的意境、策展的流程

与方法、展陈设计的见解、文创开发

的路径、品牌经营的策略等内容。

据 悉 ，在 国 家 文 物 局 的 指 导

下，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北京市文

物局、河北省文物局、天津市文物

局等单位一同参与了信息发布、学

员招收、课程和师资组织等过程。

“清华大学文创设计人才培养”
成果汇报展举办

（上接第一版）

在“显著改善特定群体权利”部

分，白皮书说，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文

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制定相关法律，设立专门机构，加大

资金投入，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

展。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少数民

族项目有 14 项；中国前四批共计 1372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

数民族的有 492 项，约占 36%；在五批

3068 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有

862 名，约占 28%；共设立 21 个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有 11 个位

于民族地区；25 个省（区、市）已建立

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中央和

地方政府投入资金对高昌故城、北庭

故城遗址、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等一

大批文物古迹进行了修缮保护，抢救

性保护修复了 3000 余件珍贵文物，对

藏医药、格萨尔、传统歌舞、手工技艺

等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

保护。白皮书说，残疾人文化权利保

障取得显著进步。残疾人文化服务

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截至

2017 年，全国省、地市级电视台共开

设电视手语栏目 285 个，广播电台共

开设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 223 个，省、

地、县三级公共图书馆共设立盲文及

盲文有声读物阅览室 959 个，座席数

达 2.5 万个。在全国开展残疾人文化

周和“共享芬芳”公益巡演展览等文

化 活 动 ，每 年 有 200 多 万 残 疾 人 参

与。努力发展残疾人特殊艺术，每四年

举办一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每届直

接和间接参与的残疾人达 10 余万人。

全国各类残疾人艺术团体快速发展，已

达 281个，残疾人文化艺术从业人员近

30万名。结合文化扶贫、文化助残，实

施“文化进社区”“文化进家庭”“盲人数

字阅读推广工程”等项目，为基层残疾

人提供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