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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杨靖宇》走进校园展映

两岸文旅融合 生机与商机并存
本报记者 宋佳烜 文/图

“文化旅游，其来有自”。5 月 27 日，作为“情

系齐鲁”——两岸文化和旅游联谊行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首届海峡两岸文化和旅游交流大会在

山东济南举办，两岸文化、教育、新闻、旅游等领

域的嘉宾和业界代表约 350 人参加大会，台湾世

界文化旅游华商会理事长沈冠亚的主旨演讲便

以这句话开篇。作为“情系中华两岸文化联谊

行”和“海峡两岸旅行商交流大会”合并以来的首

次活动，文旅融合让两岸交流活动有了新维度。

既有一家亲，也有两样新

台湾居民出境旅游统计显示，2018 年 1 月至

11月，首站选择赴大陆旅游的台湾居民较去年同

期增长 6.2%，占整个台湾出境旅游市场的 25%；

同时大陆赴台旅游人数累计超过 240万人次。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认

为，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共同发展，既

有一家亲，也有两样新，两岸在继承传统文化的

同 时 都 实 现 了 创 新 性 发 展 ，应 更 好 地 取 长 补

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同时，在旅游

领域，两岸需要关注科技创新，找准市场痛点，

发 挥 新 科 技 的 优 势 ，更 好 地 实 现 旅 游 项 目 对

接。范周还强调，文旅融合要重视文化思考，

也要提升旅游体验；要论证融合的必要性，也

要认识融合的脆弱性；要更大限度地调动文化

资源的市场活力，也要更加精确地梳理受众需

求；要进行短期的“1+1”局部融合，也要实现长

期的多部门整体协同。

沈冠亚的主旨演讲从文化旅游的起源谈

起。她认为，目前文化到旅游只差“一张纸”，这

张纸就是市场；旅游到文化中间差了“一座山”，

这座山就是学问。现在文化旅游面临新的融合，

即产业融合、各领域的全面融合，最终是生活融

合、幸福融合。互联、互动、互游、互促是两岸文

旅融合的主轴，地方自然特色、文化风情与创新

文旅元素相结合将为此带来商机与生机。

从相似处着手寻找合作契机

交流大会的分议题紧抓两岸相似之处、相近

领域，以特色小镇和乡村旅游、文创园区活化和

旅游资源融合为主题，进行细化交流讨论。相关

代表在会上分享了各自的经验，表达了进一步推

动两岸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的意愿。

据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晓莉介绍，台儿庄古城作为山东省枣庄市资源

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经过 10 年打磨，初步形

成文化名城、运河古城、中华水城等于一体的发

展模式，搭建了包括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在内的诸

多平台，在保护性开发与创造性传承、文化演艺

品牌打造、两岸文化交流、“古城+”跨界融合发

展等领域进行探索。台湾的小镇开发则更多地

与部落生活美学相挂钩，台湾疯马旅行社总经理

李文瑞的演讲充满激情。他提出，文化旅游可以

是“原始”的，应在遵循二十四节气运行规律、部

落秩序等的基础上，与现代共融接轨。通过对部

落历史文化内涵的不断挖掘，台湾开发了不少特

色突出、着重体验的文化旅游产品。

“一种风景、一所学校、一座舞台、一本大

书”，台湾代表团团长、台湾文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在大会上说出

了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的愿景。他表示，“华山”是

台北人的创意江湖，这里已经形成了集会、展、

演、店于一体的独特经营模式，在实践过程中打

造平台、成就品牌。此外，他还分析了两岸文创

产业的异同，探讨合作的可能。

文旅融合为研学游开创新天地

5 月 27 日下午，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国

务院台办交流局相关负责人，山东、浙江、江苏及

北京等省市文化和旅游厅（局）代表与台湾文化

旅游界嘉宾代表约 40 人参加海峡两岸文化和旅

游建言会，以青年为目标群体的研学游成为两岸

嘉宾关注的焦点。

台湾竹堑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蔡荣光连续多

年参与大陆学术交流活动，他认为，应该从政策

层面鼓励青少年间的交往，让他们学会互相欣

赏和包容。台湾交通大学艺文中心主任洪惠冠

对此表示认同，她提出，如果能够通过文化活动

和旅游的方式建立彼此的情谊，不失为一种好

办法。

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理事长陈春霖表

示，在两岸 30 多年的交流中，研学游属于新领

域，却可以将文化艺术、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等

内容涵盖，这种扎根文化精英的交流应该得到

重视。台湾周凯剧场基金会董事长詹惠登参与

了诸多以台湾高中生、大学生为主体的夏令营

活动，借此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有机会深入体验

大陆的发展和文化氛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希望参与到此类活动中，还有人通过这些活

动留在大陆工作。

合作的过程和成果的共享也成为增进两岸

年轻人的纽带。台湾代表团荣誉团长黄碧端认

为，可以利用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通过共同制

作微电影、纪录片、动画等增进两岸年轻人之间

的交流合作，还可以通过共同参与文物修复、古

镇重建等工作，让建筑、设计、文物等领域的学生

擦出火花。

本报讯 近日，由长影集团、八一电

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的革命军事题材电

影《杨靖宇》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献礼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传承中国英雄精神”

校园展映活动。影片总监制、导演吕小

龙，主演田牧宸、邱林等主创现身映后见

面会现场，与同学们共叙英雄故事，致敬

民族英雄。

杨靖宇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

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东北抗日联军的

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壮烈牺牲时

年仅 35 岁。电影《杨靖宇》讲述了以杨靖

宇为首的东北抗联将士同日寇在白山

松水间展开殊死战斗的壮烈故事。在

长达 14 年的艰难岁月中，东北抗日联军

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

卓绝的斗争，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

中熔铸成伟大的、英勇不屈的东北抗联

精神。影片历时 3 年制作完成，剧组先

后辗转黑龙江、吉林、河南等多地进行

拍摄，过程艰辛。

吕小龙表示，我们要用电影创作去引

导观众，年轻人的思想里不应该只有超

级英雄，我们应当铭记，如今的和平生活

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们用鲜血换来的。

电影《杨靖宇》先后获得第 12 届中美

国际电影节入围、最佳新晋男演员奖，第

14届俄罗斯军事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男

主角奖。作为长影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影片，将于年内正式上映。 （费 菲）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当地时

间 5 月 23 日，由陕西省文物局、澳大利亚

国立美术馆主办，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

省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协办的“秦始皇兵马俑：永恒的守卫”

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幕。

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龙舟、陕西省

文物局副局长周魁英和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澳大利亚国立

美术馆董事会主席珍妮特·海汀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周魁英表示，早在 1982 年，以秦兵马

俑为代表的中国文物展就曾在墨尔本举

办，时隔 37 年，我们带着更精美的秦兵马

俑和更为丰富的文物，再次与澳大利亚

人民见面，希望更多民众特别是年青一

代及当地华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

代文化，进而了解当代中国，推动两国人

民的文化交流和友谊像接力棒一样传承

下去。

该展览集中了陕西 20 家文博单位

的 121 件（套）珍品，内容以大型秦代兵

马俑为主，兼有春秋战国及汉代时期的

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等，展品历史

跨度近 1000 年，集中展现了秦在统一中

国前后和汉代繁荣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

展览将持续至 10月 13日。

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刚结束，来自广西各地

的参展商、非遗传承人和贫困地区代表纷纷表示

收获良多、不虚此行。本届文博会，广西展团共

有 48家单位组团和 1个贫困县独立组团参展，现

场参观人流量达 11万人次，销售 30多万元，订单

300多万元，合作意向公司 120多家。

增强非遗传承信心

“蝙蝠、太阳、铜鼓、青蛙，没想到这些图案用

在服饰上这么好看！”展览期间，来自黑龙江的客

商王海臣多次到广西展区考察参观。

第一次参展深圳文博会的谭湘光是壮锦织

造方面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面对像王海臣一样

痴迷的参观者，她满怀喜悦，耐心讲解。自上世

纪 70 年代开始，谭湘光专注研究壮锦织造工艺，

先后培养了 30 多名织锦艺人，其作品多次参展

国内外大型展会，获奖无数。然而，和不少传统

手艺一样，壮锦织造工艺也遭遇了人才断层、市

场冷清和传承范围缩小的困境。

“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将优秀

作品在更大的平台上展示，还是有市场的。”如今

在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授课的谭湘光说，以前她以

为传统非遗越来越小众了，这次展览改变了她的

看法。

合浦角雕的传承人白耀华也有相同的感受，

他更开心的是接踵而来细细鉴赏的参观者以及

一份份实实在在的合作意向书。“我 1987 年进入

合浦角雕厂工作，当时全广西有 300 多家角雕

厂，现在只有我这一家了。”白耀华说。

除了人流量，让广西非遗手艺人惊喜的是合

作渠道的拓宽。壮族服饰、铜鼓、桂林漆器等非

遗工艺品成为本届文博会的热门产品，现场销售

近百万元，国内外 90 多家企业前来洽谈，表达合

作意愿。

文旅企业对接国内外市场

在广西展团综合展区的中心位置，一家名为

“壮锦山河”的参展商展品特别醒目，手袋、雨伞、

背包、丝巾等设计精美、功能实用，具有浓郁的桂

风壮韵。

“虽然‘壮锦山河’是首次参展，但我们的母

公司‘金壮锦’已经是文博会的常客。”广西壮锦

山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云表示，参展

深圳文博会除了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宣传企

业品牌形象，更重要的是能与客商直接交流，了

解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新产品。

茉莉花芳香四溢是广西展团综合展区一大

亮点，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 2013 年开始，广西巧恩茶业有限公司年

年参展深圳文博会，5 年间公司由茉莉花生产加

工转型为文旅品牌经营，主攻茉莉花旅游文创产

品。“参展可以拓宽视野，文博会就像一个窗口，让

企业瞭望世界，让世界了解企业。”董事长梁巧恩

表示，公司所在的横县茉莉鲜花产量占世界总量

60%以上，近几年，公司推出的茉莉花系列旅游文

创产品经文博会展出后订单不断。茉莉花香皂、

铜鼓香包等成为政府外交、庆典活动和企业交流

的热门伴手礼。

文旅融合助推扶贫攻坚

此次，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一个特殊的参

展单位。作为粤桂扶贫的联系点，深圳市在经

费和布展上大力支持环江独立组团参展，这也

是该县第 4 次参展文博会。“从一开始仅有几家

单位参展到本届将近 20 家单位，从几个品种到

现在几十个品种，实现了质的飞跃。”环江毛南

族自治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副局长唐秀华表

示，去年深圳文博会，环江与驻深圳的企业共签

下 17.6亿元大单，包括旅游合作、物流商贸、生态

农业等项目。

2014年，环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近

年来，环江整合全县资源，推进建设生态宜居、休

闲养生、文化独特的区域性国际旅游目的地。与

此同时深化旅游改革，加强与广西巴马、宜州和

贵州荔波、从江等区内外旅游发达县市的合作，

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加快融入桂黔旅游圈。

“深圳文博会是一个大平台，环江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民族文化可以借此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环江县委常委、副县长施东辉说，作为深度

贫困县，环江的扶贫攻坚正在转变思路，想方设

法让外界知道自己有多美，有多少资源、多少合

作机会。

“贫困地区地理风貌、民族文化和特色资源

是重点展示的内容之一，旨在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和投资，助力脱贫攻坚。”广西文化和旅游厅有关

负责人表示。

广西：文博会后话收获
宾 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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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参观青岛啤酒博物馆

“秦始皇兵马俑：永恒的守卫”展
澳大利亚开幕

本报讯 5 月 28 日，中国人口文化促

进会理事会换届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

向第十六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民间艺术品

和宣传品类评选获奖作品颁奖。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第四届理事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宋燕向大会作报告，向中

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等部门的支持表示

感谢，就完成届内中国人口文化奖评选工

作、联合社会各方力量创作行业文化精

品、在青海和内蒙古自治区举办人口文化

节、参与全国“科学、文化和卫生三下乡”

活动、向海外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工

作取得的新进展、新突破进行总结。

中国人口文化奖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管，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主办。本

次评选收到民间艺术品类作品 1343 件、

宣传品类作品 512件。两类共评出一等奖

4 个、二等奖 12 个、三等奖 20 个、优秀奖

36 个和组织工作奖 18个。《中国母亲——

幸福工程 20 年》和《健康素养 66 条》获得

宣传品类一等奖，《美丽中国——好人故

事》和《记忆中的老药铺》获得民间艺术

品类一等奖。

孙毅当选为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第

五届理事会会长。 （姚景熙）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理事会换届

（上接第一版）

刚刚完成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展

演，上海木偶剧团有限公司带来的人偶

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中的“战象”嘎羧

就“马不停蹄”地来到大宁国际商业广

场，和现场的孩子来了一场亲密互动。

3.2 米高的象偶高大英武，虽然没了舞台

视听助阵，这头亚洲象依然点燃了现场

市民的热情。

“阿搭嫂”引共鸣

从小学习台湾客家戏的洪运祯，从

没想过有一天能和台湾戏曲学院青年

剧团的 20 多位同伴，参加祖国大陆规格

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盛

会——中国艺术节。“站在舞台上的那一

刻，我有点恍惚，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演

出成功，洪运祯笑得和孩子一样。

让洪运祯有机会站上中国艺术节舞

台的是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和台湾戏

曲学院青年剧团携手带来的闽台地方

戏《阿搭嫂》。“阿搭嫂”是闽南人对那种

爱凑热闹、古道热肠、好打抱不平妇女的

统称。高甲戏、客家戏、歌仔戏 3 个风格

不同、音乐各异的剧种自然地融汇到一

起，3 位来自不同剧种的演员饰演同一角

色，各自发挥剧目特点，共同上演 6个小故

事。两岸 3名“阿搭嫂”同时出场引起观众

共鸣——同根同源的闽台地方戏曾在两

岸传承，又在当下融合。加之香港寰宇交

响乐团带来的音乐会，澳门 TDSM 舞蹈工

作室也为本届中国艺术节献上了唯一一

部音乐剧作品《我係歌手》。

除了港澳台地区作品的精彩亮相，

一些优秀的地方剧种剧目，如昆山当代

昆剧院的昆曲《顾炎武》、上海昆剧团的

昆剧《浣纱记传奇》、天津市曲艺团的曲

艺剧《羽扇》、广西杂技团有限责任公司

的杂技剧《百鸟衣》以及上海京剧院的京

剧《北平无战事》也是不同剧种近年来的

收获。

多彩文化为百姓提供多元选择

本报讯 （驻福建记者黄国勇）5 月

28 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福建省文物局

承办的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实施

研修班在福建龙岩开班。研修班旨在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

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中办、国办《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梳理此前

工作，交流经验，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统

筹推进，形成合力，确保全国革命文物工

作取得新进步新成效。

当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就

持续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做出部

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

积极争取召开全国革命文物工作会议；

加强统筹协调，把握实施重点；确保革命

文物保护工程质量和效益，严把规划关、

准入关、过程关；做好革命文物利用和红

色基因传承。下一步，将继续公布第二

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公

布各地革命文物名录；启动长征文化遗产

线路保护利用示范试点；组织推介一批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陈列展览系列精品；

举办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论坛、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项目现场会；促进文物保护利

用改革督察；开展百集革命文物故事微视

频、百集革命旧址短片、百集革命人物纪

录片“三个百集”征集、摄制工作。

研 修 班 邀 请 了 来 自 福 建 、四 川 、江

西、广东等 8 位省级文物部门的主要负责

同志授课，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讨

交流和现场教学。31 个省区市文物部

门、各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物部门、第一批 15 个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代表、中央有关文博单位代表参

加研修。研修班将持续至 5月 31日。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实施研修班在闽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