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驻安徽记者郜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鄂豫皖三省政协书画联展近日

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

本次书画联展共展出三省书画艺术家创作的 120 幅作品。

这些书画作品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把对党的忠 诚 、对 祖 国 的

深 情 、对 政 协 的 热 爱 化 为 翰 墨 ，生 动 展 示 了 鄂 豫 皖 三 省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追 求 和 对 光 明 未 来 的 憧 憬 ，真 情 记 录 了 70 年

来 中 国 共 产 党 带 领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艰 苦 创 业 的 奋 斗 史 和 人 民

政协走过的光辉历程。

有关 负 责 人 表 示 ，鄂 豫 皖 三 省 政 协 将 继 续 鼓 励支持艺术

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根

植生活、深入群众，为人民创作、为时代画像，用心用情创作更

多书画精品，并搭建平台，为繁荣发展三省文艺事业、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

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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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天 府 旅 游 名 县
调研座谈会在杭州举行

江西萍乡江西萍乡：：

以红色文化引领公共文化服务以红色文化引领公共文化服务
萍 文

江西萍乡，是一座文化古城，也是一块红色的

热土，红色基因渗透到萍乡公共文化生活的各个

方面。

自从 2018 年 4 月启动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以来，这个素有“赣西文化

堡垒”之称的江南小城，紧扣主题、抓住关键，努力

创新公共文化体制机制、服务方式和手段，以红色

文化为引领，初步形成具有萍乡特色的公共文化服

务发展模式。

红色文化融入各级公共文化设施

萍乡现有革命遗址遗迹 90 处，国家和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7 处。近年来，萍乡依托丰富的

革命遗址遗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打造了系列红

色文化场馆、红色旅游景点，深受群众欢迎。安源

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经过提升改造，年均接待观众

160万人次，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国家 4A 级红色旅游景区；萍乡革命烈士

纪念馆、秋收起义陈列馆等一大批场馆的修复和维

护，以及青少年活动中心、红领巾纪念馆等场馆的

兴建，推动了红色文化设施与公共文化场馆的融

合，优化了公共文化设施布局。

通过政府投入、企业资助、社会参与等方式整

合资源，萍乡完善了市、县、乡镇、村四级公共文化

场馆建设。目前，全市乡镇（街）综合文化站均已完

成改造提升，全市 95%的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标准化建设完成，全市 642 家农家书屋正常开

放，初步形成 15 分钟文化生活圈，打通了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公里”。

各公共文化场馆通过举办红色文化展览、设置

红色文化专栏、讲述红色文化故事等与红色文化深

入融合，红色文化软实力已通过公共文化设施的传

导转化为精神驱动力。有了红色文化之魂，当地的

公共文化设施进一步彰显出时代价值，受到社会各

界的共同关注。

红色主题促进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在文化产品供给方面，萍乡通过对红色文化

的深度融入和对红色资源的创新利用，创作了一

大批颇有影响力的红色主题电影、电视剧、采茶戏

和文学作品，并屡获国家级奖项。近年来，萍乡先

后有 5 部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电影《老

阿姨》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优秀

故事片奖，电视剧《初心》获第 29 届中国电视金鹰

奖优秀电视剧奖，戏曲剧本《将军归田记》入选文

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2018 年度剧本扶持项目。《安

源娃娃安源红》等一批以青少年视角讲述红色革

命历史的文学作品，实现了革命历史教育与儿童

读物的有机结合，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

为了给群众提供优质文化产品，萍乡将着力点

放在“公共”和“群众”这两个关键词上，突出红色主

题的引领，公共文化活动水平不断提升。以“群众

文化+”为理念，全市群众文化活动空前繁荣。近

年来，萍乡先后组织了重走秋收起义路、红色文化

旅游博览会、引兵井冈研讨会、安源精神研讨会等

系列文化活动。同时，依托各类文化广场，蓬勃开

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等系列广场群众文化活

动；依托县（区）、乡镇、社区，扎实开展赛龙舟活动、

灯彩艺术节、莲文化旅游节等特色品牌文化活动；

依托各类文化社团组织，广泛开展红色文艺轻骑兵

送戏下乡和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扶贫政策宣讲等

专题活动。

红色基因催生了公共文化主题产品，红色文化

的浸润又让这些公共文化产品有了深厚的内涵，更

好地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

红色教育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在农民将军甘祖昌的家乡坊楼镇沿背村，当地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探索出有线路、有课程、有文

化产品的文化旅游新模式，建设了独具特色的甘祖

昌干部学院，开创了“课堂在田野、吃住在农家、人

人当教员、民众齐参与”的培训模式，成为加强党员

干部群众革命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的新名片，

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被业内专家誉为“一所没有

围墙的干部学院”。

安源以红色培训项目为抓手，依托现有公共文

化设施和创新的文化活动思路，探索出青少年喜闻

乐见的“文化+旅游+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模

式，让广大未成年人在活动中受到爱国主义思想教

育。同样的探索也出现在湘东凯丰纪念馆、芦溪卢

德铭纪念馆、上栗斑竹山起义纪念馆……

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的过程中，萍

乡市依托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探索出公共文化服

务与党员群众教育有机结合的新路子，进一步拓展

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

近年来，萍乡市将名人故居、革命旧址精心打

造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结合红色教育，打造

了“薪火相传·信念永恒”访谈式教学系列课程，推

出系列主题党课，编排了红色教育题材采茶剧《并

蒂莲花》情景剧。萍乡还组织出版了《萍乡市领导

干部革命传统教育读本》《安源红色家书》，拍摄了

采茶戏《有事找老杨》、话剧《老阿姨》、广播剧《本

色》、电教片《家园》等影视戏剧作品，很好地融合了

公共文化服务与红色教育工作。萍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融合红色主题后，进一步增强时代特性、铸牢

文化之魂。

本报讯 （驻四川记者王雪娟）

8 月 16 日，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的“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2019

四川国内旅游市场（长三角地区）暨

天府旅游名县调研座谈会在浙江省

杭州市举行。首批四川天府旅游名

县 14 个候选县有关负责人与浙江省

部分市、县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旅

游行业协会、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和文

化旅游企业代表等共聚一堂，探讨川

浙两地文旅市场发展合作与监督管

理经验。

记者了解到，四川与浙江互为客

源地和目的地，两省文化和旅游部门

有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座谈会

上，双方就“旅游营销流量资源及产

品销售能力提升”“文旅融合背景下

传统村落高品质保护与发展”“文创

产品开发与品牌营销”“乡村振兴（乡

村文旅产业开发）”“产城融合，探寻

古镇差异化发展之路”等一系列话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地文旅行

业发展新思路、新手法、新管理等进

行 了 分 享 。 会 后 ，双 方 文 旅 企 业 还

就四川和长三角地区旅游市场发展

提 出 了 进 一 步 合 作 与 改 善 的 建议，

双方表示将借此契机加强客源市场

拓展合作。

“要向沿海地区学习好经验、好

做法，加强文旅先进管理思想建设学

习，搭建更多市场合作的平台。”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此次座谈会之前，四川文旅代表团已

分别前往宁波、舟山、绍兴等地，开展

了为期 3 天的文化旅游实地调研交流

活动，到行业一线学习交流文旅管理

及市场开发营销经验等。

本报讯 （记者薛帅）8 月 16 日

晚，《“丰子恺漫画”钢琴组曲&琴瑟

和鸣》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现

场呈现出极为难得的“沉浸式”演出

效果。

音乐会为观众带来作曲家魏扬的

三部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作品——《琴

瑟和鸣》《赤子之心——丰子恺儿童

漫画音乐集》和《汉字“心”之音》，由

古琴演奏家丁承运、钢琴演奏家蔡颖

和翁怡等共同演绎。据介绍，将这 3部

作品组合在一起原因有二：“同”与

“异”，“同”是共同的中华文化内容与

民族纯五度复合和声技法，“异”是时

代、情感差异。3 部作品因同则融，血

脉贯通；因异则趣，相映生辉。

“琴瑟和鸣”最早见于《诗·小雅·
棠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2016年

郭家庙墓地出土的琴、瑟比曾侯乙十

弦琴早约 300 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

“琴瑟和鸣”。琴瑟合称常喻以和谐

之意，表达夫妻感情和睦、朋友情谊深

厚。《汉字“心”之音》表现成年人的“心

景”与“童心”，而《赤子之心——丰子

恺儿童漫画音乐集》表现的是儿童的

“童心”。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意境，

“琴瑟和鸣”表现雅乐文化，文人风

骨；钢琴表现俗乐文化，大众情趣。

本报讯 （记者陈璐）8 月 17 日至

21 日，“共同传承 共同弘扬——两岸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话”活

动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举办。

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

护对话活动为期 5 天，邀请海峡两岸

近 30 位专家深入内蒙古锡林郭勒多

地的博物馆、牧民创业孵化基地、非

遗传习所等观摩体验，调研那达慕、

长调、马头琴等众多非遗项目，并于8月

20日、21日就共同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展开学术研讨和交流。

该活动由中华文化联谊会、海峡

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

旅游厅及台湾中华翰维文化推广协会

共同主办，是“守望精神家园——第六

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暨“美丽中

华行”推广活动的一部分。据悉，今年

10月，“守望精神家园——第六届两岸

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暨“美丽中华行”

推广活动将走进台湾，举办以内蒙古

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项目及代表性传

承人为主的展演及旅游推介活动。

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中国艺

术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及台湾相关单位的代表出席了 8 月

20日的活动开幕式。

两岸在内蒙古开展
非遗传承与保护对话

《“丰子恺漫画”钢琴组曲&琴瑟和鸣》
音乐会亮相北京

8 月 15 日，浙江省桐庐县横村

镇白云村大会山自然村里，美国青

年建筑师德兰蒂手把手指导青年

人才改造乡村土楼。

据了解，今年 7 月，德兰蒂带领

20 余名国际留学生来到白云村大

会山古村落，他们把古建筑和竹元

素有机融合，重新改造乡村土楼，

丰富当地古村落内涵，助推乡村旅

游发展。

图为德兰蒂（左）与国际留学

生一起改造乡村土楼。

骆 蔓/文 徐军勇/图

（上接第一版）

“‘第一书记’是一座信任的桥梁，我最不愿辜

负的就是这份信任。”李翔说。站在脱贫攻坚的第

一线，李翔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每天清晨起床，

李翔会第一时间来到村党支部，在这里召开会议、

组织学习，并来到田间地头，第一时间了解村民生

产生活情况，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到了傍晚，他还

要带领工作队员和村干部走访贫困户、宣传扶贫政

策、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调解矛盾纠纷，几乎每天

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

“通过种桑养蚕，村民韦金刚从贫困户成为

致富带头人，现在，他的养殖技术很好，年收入有

五六万元，脱贫以后他不忘帮扶乡里，是我们村

脱贫致富的典型……陈凤玲丧夫后要独自抚养

4 个 孩 子 ，生 活 艰 辛 ，通 过 种 桑 养 蚕 ，收 入 增 加

了，大女儿今年也考取了大学……”忙碌至深夜

收获也颇为丰硕，说起兴仁村的变化，李翔的语

气中略带骄傲。

从 1998 年引进蚕桑种植，2003 年后开始大规

模生产，种桑养蚕成为兴仁村除外出务工之外收入

最高的产业，也是李翔在兴仁村“脱贫攻坚”的最大

抓手。“种桑养蚕最适宜在本地大规模推广，是能够

产生内生动力、能够造血的产业，它不需要社会帮

扶，只要能够解决技术和蚕房的问题，就能成为兴

仁村脱贫致富的希望。”李翔说。除了种桑养蚕，李

翔对兴仁村的最初印象也没有改变——“这里可以

发展旅游业，只是时机还不成熟”。

今年春节，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在巴马举行

慰问演出，演职人员特地来到兴仁村给村民带来

一场特别演出。“群众尤其是小朋友特别兴奋，他

们从来没有现场看过这么高水平的演出。演出

结束后，当我挨家挨户地去赠送部里留下的慰问

品时，一些老乡还激动地流下泪水。”李翔说，受

交通和旅游大环境的限制，他现在无法在兴仁村

发展文化旅游，但他一定要把文化旅游的种子种

在村民心中。

于是，不管是在村部会议还是在走访村民，

李翔都会找机会给大家介绍其他地方发展乡村

旅游的经验，告诉大家如何提高服务、改善生活

环境，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做好准备，为游客的到

来提供保障服务；他鼓励村民将传统民俗文化恢

复传承，搞好乡风民俗文化活动，让兴仁村这个

瑶、壮、汉多民族混居的村庄的特色文化，成为日

后发展旅游的最大亮点；他还不断向外界推介兴

仁的旅游资源，希望兴仁村在合适的时候获得投

资。无论是种桑养蚕还是文化旅游，李翔对兴仁

的计划从来都没有以两年任期为节点。“兴仁村

是我投入心血最多的地方，我看重的是它更长久

的未来。”李翔说。

采访结束已是深夜 11 点，李翔在微信上发了

一条朋友圈，照片是工作人员带着孩子加班的场

景。“脱贫攻坚，付出的是所有奔忙在这条战线上的

同志，牺牲的是家人和朋友的亲情友情。为有牺牲

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的配图文字写道。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作家陈新历

时 20 余年写作的纪实文学作品《绵延的光

芒》，近日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新世界出

版社出版。

该书 26 万字，分为《绵延的光芒》《鲜

艳的爱恋》《升腾的芬芳》《绚烂的心空》

《心灵的原乡》五部分，由一个个外国友人

与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之间发生的情

感故事组成。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

母亲咪咪·盖茨，大半生致力于中国文化

与艺术向美国乃至世界的传播，曾先后将

中国三星堆文物借展美国西雅图、纽约等

城市；又与中国敦煌研究院合作，在美国

举办“敦煌莫高窟：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

教艺术”展。这些外国友人中，还包括高

唱《我上辈子是中国人》的美国博士麦克·
马雷和其弟弟帕特里克·马雷等。

《绵延的光芒》内容鲜活、写法讲究，

既有报告文学真实可考的元素，又有小

说情节的传奇曲折，还有散文情感的饱

满细腻。

作者陈新是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他多年以前就计

划从外国人的角度，写一本中国文化的世

界影响力的书，于 1998 年开始了寻找和采

访相关人物与事件的工作，历时 21 年，直

到今年出版。陈新擅写国家重大题材，对

于“嫦娥”探月工程、“蛟龙”探海工程以及

中国大型客机 C919研制工作，分别书写了

全国首部长篇报告文学。

《绵延的光芒》讲述
外国人和中国的故事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8 月 18 日，伴随着豫剧《重渡沟》在郑

州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精彩亮相，由

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河南豫剧院承办的“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河南省优秀剧（节）

目展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即日起

至 10 月 6 日，来自河南全省 10 个院团

的 22台优秀剧（节）目将陆续亮相。

据介绍，此次活动的参演剧（节）

目包括河南省历年来获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文华大奖等的作品及入

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剧目等，这些剧目都经

受了市场考验，深受观众喜爱。此次

在 展 演 规 模 、剧 种 数 量 、院 团 阵 容

等 方 面 均 为 历 年 来 同 类 活 动 之 最 ，

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 70 年来国

家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原大

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

此次展演活动艺术门类丰富，剧

（节）目题材多样，涵盖豫剧、曲剧、越

调、话剧、舞剧、京剧、音乐舞蹈史诗

等众多艺术门类；优秀院团汇集，艺

术名家荟萃，囊括河南全省 10 个优

秀院团及各大剧种的艺术名家、老艺

术家代表、新秀演员，将全面展示河

南专业艺术舞台群星璀璨、满台生辉

的绚丽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更多的群

众走进剧场，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此

次展演活动全部采取公益性低票价

方式。除话剧《焦裕禄》《我的祖国·
专场民族音乐会》、音乐舞蹈史诗《新

大河儿女——河南省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演出》外，其

他 19 场演出均为低价惠民票，票价为

每张 20元。

河南省优秀剧（节）目展演拉开帷幕

本报讯 （驻云南记者肖依群）

记者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

悉，云南省特色小镇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日前决定，对 2018 年省财政支持

创建 15 个特色小镇中的玉溪市澄江

县广龙旅游小镇、大理市剑川县沙溪

古镇、临沧市沧源县翁丁葫芦小镇给

予黄牌警告，限期 3 个月进行整改。

3 个小镇如果整改不到位，到时将收

回奖补资金，退出创建名单，并进行

通报。

2018 年 10 月，云南印发《云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全省特色小

镇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云南省示范

特色小镇评选办法》等相关文件，指出

创建特色小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途径、是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的

重要抓手、是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的

重要平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

措施，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具有鲜明

云南特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特色小

镇。从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评选出

15个创建成效显著的特色小镇，省财政

给予每个特色小镇1.5亿元以奖代补资

金支持，项目建成后，授予“云南省示

范特色小镇”荣誉称号。

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宁缺毋

滥、质量优先、严格把关”等有关精神，

云南省特色小镇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近期对 15 个特色小镇进行了“回头

看”。大部分特色小镇都聚焦“特色、

产业、生态、易达、宜居、智慧、成网”七

大要素和建筑风貌、生态环境、历史文

化、商业业态四大元素，特色小镇创建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也有部分特色

小镇存在重点建设任务推进缓慢、奖

补资金使用进度缓慢、项目过于分散

等问题。

云南3个在建特色小镇被黄牌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