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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于帆）今年适逢

“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诞辰 116

年，1 月 19 日，“跨文化视野下的中

国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与 传 承——

《钟敬文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

化思想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

专家学者围绕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钟敬文著作全编《钟敬文全集》展

开研讨。

《钟敬文全集》共 16卷 30册 1000

余万字，由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四代

弟子与多学科知名学者 47 人编纂，

历时 8年完成，全面反映了钟敬文在

民俗学、传统国学和国际交流等领域

取得的学术成就和重大历史贡献，展

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钟敬文是一

位成就卓越的中国民俗学家、民间文

艺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散文家、

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当之无愧的文

化巨匠。《钟敬文全集》全面展示了其

重大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社

会现实意义和未来传承意义。

座谈会由中国文联、北京师范

大学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中心、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

与敦和基金会协办。

本报讯 （驻安徽记者郜磊）1月

19 日，“有戏安徽”2019 全国戏迷春

节联欢会在安徽电视台演播厅举

办。联欢会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

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指导，安徽演艺集团、安徽广电传媒

产业集团、华影传媒、安徽广播电视

台联合主办，汇集了来自全国 16 个

省区市及海外 22 个剧种的 160 多位

戏迷与众多戏曲名家的精彩演出。

晚会采取剧场、电视、手机、网络、广

播“五位一体”的传播新模式，如此

大规模的全国戏迷春节联欢会在国

内尚属首次。

联 欢 会 由 戏 迷 和 名 家 同 台 演

绎，蒋建国、吴亚玲、赵媛媛、李文、

王丹红、汪育殊 6位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得者和陶军、余顺等戏曲名家，以

及丁于、王红涛等安徽籍明星歌手

加盟，为观众献上耳熟能详的经典

唱段、歌曲。广大戏迷作为主角纷

纷登台亮绝活，京剧节目中既有《梅

尚程荀四大流派联唱》，又有现代戏

《沙家浜》选段，让观众品味经典；代

表性剧种昆曲、秦腔、河北梆子、评

剧、豫剧等整齐亮相，让观众过足戏

瘾；难得一见的稀有剧种岳西高腔、

锡剧、雷剧联唱，让人大开眼界；来

自美国的唐伯虎与黄梅戏演员余顺

表演的黄梅戏对唱《啼笑因缘》选段

《忙中未问名和性》、喀麦隆的捷盖

表演的脱口秀《超级洋戏迷》，引起

阵阵掌声。

本届戏迷春晚举办之前，“有戏

安徽”全国戏迷展演活动主办单位

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戏迷海选，邀请名家和专业演员与

戏迷互动，推广戏曲杰出人物，希望

为全国戏迷搭建一个“名角示范与票

友展示相结合、草根艺人与普通百姓

共参与”的活动平台，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戏曲繁荣发展。

专家学者座谈《钟敬文全集》

“有戏安徽”让全国戏迷越唱越有戏

1月 17日，由山东省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青岛市文化志愿服务小分队走基层

慰问演出来到省定 200个贫困村之一的莱西市院上镇吴格庄村，为当地村民送上一场精彩文化大餐。

当天气温低至零下 10 摄氏度，村民们听说演出的消息仍纷纷赶来。古筝独奏、快板、变脸、魔术等节目轮番上演，大

家看得津津有味。青岛市文化馆的美术和书法老师还现场挥毫泼墨，为村民写春联、送祝福。

图为变脸节目引来村民阵阵掌声。 本报驻山东记者 华 伟 摄影报道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化和

旅游从不曾分离。一场完全没有文

化的旅行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一种

完全不能流动的文化是不可持续

的，因为旅游以异地性的文化消费

为本质特征，文化的生命力则在于

开放和传播。在党和国家新一轮

机构改革中，“诗与远方”携手，重

设起跑线，推动深融合，实现新发

展，既是巨大的历史机遇，更是伟

大的时代使命。完成这样一项沉

甸甸的课题有五个层次。

一是文旅部门的组合。2018 年

10 月 18 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

式挂牌，成为全省机构改革中首家

挂牌的省级新机构；10月 30日，完成

两支队伍的“物理整合”，实现全体

机关干部集中统一办公；12 月 21 日

至 25日，文旅人凝心聚力，高质量举

办第三届冰雪产业博览会，突出冰

雪文化、冰雪旅游、冰雪体育三大核

心产业，拓展冰雪装备制造、冰雪商

贸、智慧冰雪、冰雪人才四大关联产

业，开展了文化展示、旅游节事、体

育赛事、商贸交流等八大系列 610项

冰雪活动。

二是文旅资源的整合。资源整

合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挥资源

效益最大化、释放文化旅游产业红

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

段。普查评价整合。对吉林省的自

然生态、历史遗迹、现代文明、演艺

文化等文旅资源进行全面普查、识

别、选择、配置和激活，探寻资源潜

力和内在规律，对优质特色资源进

行再梳理、再挖掘和再发现，科学

制定评价新标准，重构文旅资源新

体系，共建文旅资源新平台。规划

引领整合。按照建设冰雪旅游强

省、避暑休闲名省、新兴旅居大省

和文化强省的发展目标，推动文旅

“多规合一”，突出特色，科学布局，

合理配置，全面提升文旅资源价值

链，实现文旅资源的空间整合。产

品集聚整合。发挥最具吉林特色

的冰雪文化、长白山文化、红色文

化 、工 业 文 化 和 兼 具“ 冰 天 雪 地 ”

“绿水青山”两种资源，四季分明的

全时段旅游特色优势，将生态与人

文、传统与现代、经 典 与 时 尚 相 结

合，打造多元产品，统筹推进贯通

东北亚冰雪大通道的“冰雪丝路”

和“一山引领三江”的避暑休闲产

业 格 局 ，实 现 文 旅 资 源 的 时 间 整

合 。 品 牌 营 销 整 合 。 细 分 市 场 、

共 筑 平 台 ，让 每 一 次 营 销 推 广 都

成 为 文 化 和 旅 游 共 同 演 绎 的 舞

台 ，让 每 一 句 口 号 都 成 为 文 化 和

旅游携手传扬的经典。深植文化

于 旅 游 品 牌 的 传 播 中 ，打 造 文 化

旅 游 新 IP，实 现 文 旅 产 业 协 同 发

展新传奇。机制创新整合。寻求

文 旅 资 源 与 市 场 需 求 最 佳 结 合

点 ，通过并购、股权、基金、管理等

方 式 实 现 资 源 的 最 优 配 置 ，彰 显

和激发文旅资源活力，实现文旅资

源的市场手段整合。

三是文旅产业的融合。过去几

年，我们抢抓“天时”，走忠诚践行之

路，挖潜“地利”，走特色发展之路，

凝聚“人和”，走合力攻坚之路，坚持

“创新”，走引领未来之路，吉林旅游

走上了经济主战场。现在，文旅融

合为产业发展创造了更大空间。延

长产业链，突出创新创意，挖掘冰

雪、避暑、红色等特色元素，融入信

息、科技、服务等新要素，提升吉林

文化和吉林旅游的互动效应，推动

差异化发展，不断拓展衍生产品链，

增强产业链支撑。拓展产业面，依

托冰雪和避暑休闲两大平台，发挥

文化和旅游的带动作用，构建多元

联动、纵横延伸的产业体系，形成

点线联接、区块结合的产业发展格

局，成为推动全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形成产业集群，坚持市场导

向和高质量发展，推动文旅产业要

素集聚集约，目前，大长白山区域

生态旅游中心和以长吉两市为主

的旅游经济中心已经形成，东、中、

西三大旅游发展区互为支撑；长吉

图休闲度假、鸭绿江边境风情、南

部文化康养、西部草原湿地 4 条“旅

游精品带”规模初具，“两核驱动三

区，四带贯穿全域”的总体空间布

局已基本形成。构建产业生态，创

新要素供给，厚植产业优势，构建

产业生态培育的全体系、大系统，

生成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鲜明

区域带动力的产业新模式和新格

局。吉林冰雪产业已走出一条清

晰而具有延展性的嬗变之路，其势

已 成 ；避 暑 休 闲 产 业 效 应 初 现 端

倪，其时已至。“冷资源”已经变为

“热经济”，“凉资源”正在变成“热

产业”。

四是灵魂与载体的契合。“文化

是旅 游 的 灵 魂 ，旅 游 是 文 化 的 载

体。”这是当前公认的关于文化与

旅 游 关 系 的 表 述 ，但 如 何 理 解 却

见仁见智。就旅游者求新、求知、

求 乐 、求 美 的 文 化 心 理 动 机 ，对

食 、住 、行 、游 、购 、娱 等 生 活 要 素

的 文 化 消 费 过 程 ，或 是 旅 游 经 营

者 在 打 造 产 品 、开 拓 市 场 中 的 文

化 要 素 挖 掘 和 文 化 本 底 利 用 而

言 ，文 化 和 旅 游 始 终 相 伴 相 生 。

但真正作为灵魂引领旅游的文化

和 真 正 作 为 载 体 承 载 灵 魂 的 旅

游，却在大多数时间里孑孓独行，

各自飘荡。

文化的 灵 魂 ，就 是 一 个 国 家 、

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精髓，这是

一 个 文 明 古 国 能 够跨越五千年历

史绵延至今的原因，也是一个文明

古国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

焕 发 新 的 生 机 和 活 力 的 动 力 所

在。张骞通西域、鉴真渡东海已成

为古代行者的文化标高，在当代，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

心价值与现代旅游活动高度契合，

灵魂与载体的相遇，才能迸发出强

大的生命力。

五是“载道”与“致远”的和合。

旅游彰显了经济繁荣，是高质量生

活的重要标志；文化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根脉，国家的强盛总是以文

化的兴盛为支撑。改革开放 40 年，

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人民不仅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期

待，也对实现中国梦有了更高向往。

开放性是文化的天然特征，也

是旅游的天然属性。走进新时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肇始于

文化复兴。用旅游的创意促进文

化创新，用旅游的思维推动文化传

播 ，让 大 规 模 的 游 客 流 成 为 文 化

流、信息流的载体，让旅游活动的

过程成为文化交流的过程，在文旅

繁荣中体现交融性，在共同发展中

提升国际性，创造中国下一个文化

奇迹。

（作者系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文以载道 旅以致远
杨安娣

本报讯 （驻福建记者黄国勇）

1 月 16 日，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在福

州召开全省乡村文化振兴推进会。

会议贯彻落实福建全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会议、福建省委农村工作

会议相关工作部署，交流讨论各地推

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启示，研究部

署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学习领会乡村文化振

兴的丰富内涵，对标部署要求，挖掘

梳理乡村特色文化内涵、统筹整合乡

村特色文化资源、盘活利用乡村公共

服务设施；聚焦“留旧”“留文”“留

魂”，加强保护、合理利用古厝、祠堂、

礼堂、戏台等，建设特色文化设施，开

展特色文化活动，聚焦推进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工程、农村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程、优质文化

产品和服务供给工程农村特色文创

产业和旅游工程四大工程；强化工作

保障、促进落地见效。

会议部署乡村文化振兴年度重

点工作，明确提出要围绕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

源、发挥乡村非遗独特作用，重点推

进建设特色文化服务中心、文化馆图

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结对帮扶共建工

作、编撰乡村文化故事和乡村特色文

化资源名录、组织开展区域特色文化

交流活动、组织开展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创建活动、建设非遗传习所、非遗

传统戏曲进乡村、加强非遗与相关产

业的融合 9项工作。

会议还重点部署了划定乡村建

设历史文化保护线工作，要求将乡村

的传统整体风貌、文物古迹、历史建

筑、传统建筑等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保

护对象，确定保护界限；重点抓好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乡镇和

村范围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

的文化保护线划定工作，明确分别

于 2019 年 底 、2020 年 底 、2022 年 底

前 完 成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和 一 般 不 可

移动文物、村庄历史建筑的定线落

图工作，并设立界桩。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传统村落自批准公布之日

起一年内编制完成保护规划，并在

规划上定线落图。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得

尔图）1 月 20 日，2019 年内蒙古文化

和旅游工作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会议总结 2018 年全区文化和旅游工

作，部署 2019 年重点工作，提出推进

民族文化强区建设和国内外知名旅

游目的地建设目标。

会议指出，2019年是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元年。全区文化和

旅 游 系 统 要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紧围绕“民族文化强区”和“国内外

知 名 旅 游 目 的 地 ”建 设 目 标 ，牢 固

树 立 融 合 发 展 理 念 ，坚 持“ 宜 融 则

融、能融尽融”原则，加强战略研究

和制度设计，制定实施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三年规划，组织开展文化

和旅游质量提升行动，积极推动文

化 和 旅 游 在 公 共 服 务 、产 业 发 展 、

市 场 监 管 、科 技 创 新 、对 外 及 对 港

澳 台 交 流 与 合 作 等 业 务 领 域 深 度

融合，进一步提升文化和旅游的吸

引力、竞争力、影响力。

2019 年，内蒙古将紧紧围绕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筹 划 文 化 活

动 ，扶 持 打 造 舞 剧《草 原 英 雄 小 姐

妹》《骑 兵》《驼 道》等 体 现 时 代 特

征 、彰 显 草 原 特 色 的 精 品 剧 目 ；积

极推动出台《乌兰牧骑条例》，制定

并 实 施 乌 兰 牧 骑 事 业 发 展 中 长 期

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加强全

区艺术档案数字化建设，抢救珍贵

艺术档案资源，推动内蒙古艺术档

案馆提档升级；积极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和公共图书馆地方立法工作，

推 进 边 境 和 贫 困 地 区 公 共 服 务 体

系建设，与乡村游客服务中心有机

结合，建好管好用好基层综合性文

化 服 务 中 心 ；加 强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

将 博 物 馆 、非 遗 传 习 所 、古 籍 展 示

馆等文化场馆纳入旅游线路，打造

精品旅游线路；着力推动非遗传承

保 护 ，制 定 并 实 施《关 于 加 强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改 革 的 实 施 意 见》，积 极

推动非遗传承保护，推动产业融合

发展，重点开发具有内蒙古特色的

马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冰雪旅游、

康养旅游和边境旅游，创新发展红

色旅游、旅游演艺、文化遗产旅游、

主题公园、文化主题酒店等文化旅

游新业态，拓展旅游产品体系。

福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重点工作找准抓手

内蒙古：以文旅融合发展助力民族文化强区建设

（上接第一版）

2.邮寄方式：北京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南楼二层《大众摄影》

“我和我的祖国”征稿办公室

邮编：100005

联系电话：010—65250934

010—65130094

（三）短视频类：时长 15 分钟以内

的视频短片，分辨率：1920×1080，编

码：H264，码率：9000kpbs 以上，格式：

Quick Time，字幕：简体中文（/英文），

语言：中文标准普通话。

投稿方式：

1.投稿邮箱：cfphdb@126.com

投稿短片采用压缩格式，每部作

品的文件量不大于 800M，通知入选

后报送原片。投稿者均需附作品对

应 文 档 填 写 作 者 真 实 姓 名 、通 讯 地

址、邮箱、电话、身份证号，注明作品

标题、拍摄时间地点以及创作说明，

凡因提交的个人信息不全面而影响

联络的，视为自动放弃入选资格。

2.邮寄方式：需以 U 盘等存储介

质方式寄送，同时附电子版文档（包

括作者 真 实 姓 名 、通 讯 地 址 、邮 箱 、

电话、身份证号，注明作品标题、拍

摄时间地点以及创作说明等内容）。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

东路 22 号中国电影家协会 612 室“我

和我的祖国”征稿办公室

邮编：100013

联系电话：010—64296408

四、注意事项

1.来稿作品需拥护党的领导，拥

护社会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播社会正能量，突出思想性和

艺术性。

2.来稿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且

此前未在国家正式出版物发表，符合

体裁要求，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

品请译成汉语投稿。

3.投稿者应对作品拥有完整的著

作权，并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

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

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4.来稿版权归活动主办方所有，

活 动 主 办 方 有 权 对 征 集 作 品 公 开

发表、结集出版、播出推送、展览展

示等。

5.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单

位。凡投稿者，即视为已同意本征稿

启事所有规定。

五、组织推荐

本次征文征集活动成立组委会，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国文联理论研

究室，负责统筹协调活动开展。所征

集作品由组委会办公室邀请相关艺

术门类专家学者分别组成评委会进

行评审，并按照不同艺术门类进行奖

励。征集作品将择优在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旅游报、中

国教育报、中国艺术报、文艺报、人民

文学、中国作家、诗刊、民族文学、中

国摄影、大众摄影和“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文明网、

中 国文艺网、中国作家网等媒体刊

发，优秀作品将结集出版。摄影类、

短视频类将结合重大活动及重要节

庆进行展览展示。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集活动组委会

2019年1月1日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集活动启事

本报讯 1月 19日，2019年南宁

旅游开年暨亭子码头正式开放仪式

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举行。拥有

900 多年历史的亭子码头重换新颜

开放迎客。这也标志着 2019 年“南

宁月月旅游节”自此启动。

亭 子 曾 是 南 宁 繁 华 的 商 埠 码

头，同样 900 多岁的亭子正街也是

目前南宁市内有文字记载的最古

老小街。据了解，新建成的亭子码

头旅游配套设施齐全，共有游艇、

游轮和特色趸船 100 余艘。亭子码

头开通夜游航线，市民和游客可以

乘船欣赏邕江夜景。未来还将建

起水上娱乐中心、购物中心、水上

运动中心、滨江美食中心、城市观

景塔、戏剧院等，打造码头旅游观

光综合体。

“南宁月月旅游节”自 2008 年开

始已连续举办 11 年，旅游节以月为

单位，每月举办若干个旅游节庆活

动，如青秀山桃花节、宾阳炮龙节、

武鸣“壮族三月三”歌圩旅游节、中

国国际茉莉花文化节等。“南宁月月

旅游节”以丰富的活动内涵、鲜明的

文化特色增强了南宁的吸引力，活

跃了南宁旅游市场。

南宁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2019 年，南宁将在全市各县区、

旅游景区举办 20个旅游节庆活动和

旅游主题活动，为中外游客奉上富

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大餐。

（宾 阳）

广西南宁900岁码头开放迎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