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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命名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文化+”助力浙江后岱山村大变样

发挥文化魅力 推进基层治理
——追记“小巷总理”陈叶翠与济南甸柳一居文化建设

本报讯 日前，来自文

化部的消息显示，经过两年

的努力，全国地方戏曲剧种

普查数据已全部入库，普查

先期工作已完成。

据了解，截至普查标准

时间2015年8月31日，全国

有348个剧种，其中分布区

域在2个省区市以上（含）的

剧种48个，分布区域仅限1

个省区市的剧种300个。全

国参加本次普查的戏曲演出

团体共有10,278个，其中国

办团体1524个、民营团体

（含民间班社）8754个。348

个剧种中，共241个剧种拥

有国办团体，其中120个剧

种仅有1个国办团体；共107

个剧种无国办团体，仅有民

营团体或民间班社，其中70

个 剧 种 仅 有 民 间 班 社 。

2017年6月，全国普查基础

数据复核工作完成，所有数

据正式入库。

据悉，今后文化部将结

合普查基础数据，贴近时代

推出优秀剧目，推动戏曲走

向民间服务群众，激活戏曲

艺术生命力，并不定期组织

开展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

查，通过普查全面、及时掌握

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情况，实

现文化行政部门对各地戏

曲文化资源的动态化、科学

化管理，更好推动戏曲艺术

繁荣发展。 （郑海鸥）

□ 徐继宏

“看得见山水，望得见乡

愁。”寥寥10个字，激起多少人

的共鸣与遐思。走进浙江省

新昌县东茗乡后岱山村，一幅

用枯树根和树皮制作的《骏马

图》贴画十分引人注目。“这是

我们后岱山村文化名人王焕均

的杰作，寓意后岱山村要快马

加鞭，振兴乡村经济，建设美丽

乡村，全面实现小康。”村支部

书记王国洋说。

从昔日的穷山村变成如今

家喻户晓的“网红村”“明星村”，

短短3个月，后岱山村经历了一

场由内而外的链式“裂变”，变出

了翻天覆地的“后岱山速度”，也

变出了落后村镇“凤凰涅槃”的

新路子。

用好党建法宝
民心畅通了

后岱山村现有33名党员，

老党员占绝大多数。“老党员是

后岱山村过去的见证者和建设

的参与者，是我们开展工作的

最大靠山。”在新任村支部书

记王国洋眼里，老党员就是村

里的“宝”。

王国洋上任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带领村领导班子成员

挨家挨户逐一走访这些老党

员，认真听取他们对村庄发展

的意见。

怎么把村“两委”的声音传

出去，怎么把老百姓的心声收上

来？王国洋用了一个“土”办法，

就是重新启用后岱山村已经沉

寂30多年的村广播。2017年3

月27日，王国洋通过广播进行

了“任职演说”——《我为什么而

来我想做什么事》。从那以后，

“书记之声”每天都会响起，头条

介绍村务，接着进行点评，最后

点名表扬。新班子用广播发动

群众，用广播调动群众积极性，

用广播凝聚正能量。

“我腿脚不便，现在每天不

用去村委宣传窗也能听到村里

的事情，心里舒坦多了。”村民王

生明说。

2017年 6月 28日，王国洋

又在村委办公楼前重新挂出了

“书记信箱”。挂个信箱不稀奇，

然而在后岱山村，信箱成了“心

箱”。不到半年，王国洋的“书记

信箱”已收到村民来信 30 多

封。“心箱”成为新班子了解民

意、改进工作的又一“法宝”。

激活文化基因
村庄变美了

对于后岱山的变化，很多村

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有村民

这样表扬新班子：“书记、村长决

心大，‘两委’人员劲头大，广播

宣传力度大，干群团结力量大，

环境整治变化大。”

乡村振兴，文化是魂。近年

来，新昌县紧紧围绕“村容整洁、

乡风文明”的目标，深入开展以

“治脏、治乱、治臭，提升美丽乡

村建设水平”为主要内容的“三

治一提升”专项行动。正是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不到3个月，通过

整治乡村环境、挖掘文化资源、

营造文明家风，后岱山村旧貌换

新颜。

以前，后岱山村有许多危房

破屋和违章建筑，村里的两口池

塘也受污染多年。从2017年5

月9日开始，经过10天苦战，不

仅池塘污水全部排空，还建起了

喷泉，乡村治理“首战”告捷，村

民刮目相看。5月26日，新昌县

领导到后岱山村督查环境卫生

整治，村班子立下“军令状”：“给

我们两个月时间，一定让您看到

后岱山村大变样。”7月4日，后

岱山村开始环境整治攻坚，短短

20天全村共拆除“破倒屋”148

户，总建筑面积4200多平方米，

实现了“三个100%”——100%

自愿拆、100%自己拆、100%拆

后利用。紧接着，腾出的空地

被改造成38个大大小小的美丽

花园，建成了布袋木偶戏露天小

广场。

后岱山村的布袋木偶戏曾

兴盛一时。村里专门请来新昌

布袋木偶戏非遗传承人、60多岁

的乡贤王秋芹，让她担任后岱山

村的“文化专员”。经过王秋芹

的精心规划，村里的乌石巷弄更

敞亮了，古井边、台门里热闹起

来了。后岱山村有了新内涵，乡

村旅游有了文化支撑，“后岱山

文化基因”也因此重新激活并焕

发生机。

“环境好了，村子美了，城里

人来了！”如今，走进后岱山村，

让人感觉走进了小花园，一步一

景色，一路一标识，一户一特点，

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发挥表率作用
形象高大了

“新班子不能贪图‘政绩’，

更不能畏难苟安。要用长远眼

光谋发展，用‘望远镜’看未来。

坚持党建引领，以乡土情怀、全

域格局、经营理念，用心建设乡

村、全面振兴乡村。”这是王国洋

上任伊始向村民们的承诺。

刚上任，王国洋和村委会主

任梁伟良的汽车后备厢里就多

了“新三样”——手套、雨靴、垃

圾桶。只要看到地上有垃圾，他

们就去捡。

“我们不带头，有什么资格

让老百姓配合？”为了带动大家

干起来，王国洋第一个把自家的

破旧老房拆了，村支委王庆仁把

家里建了 20 多年的大围墙拆

了，83岁的老党员刘华驹第一个

主动把辅房给拆了……

“我年纪大了，拆拆搬搬干

不了，一定把这些花草照顾好。

既然‘领养’了花园，就得负责。”

第一个主动“领养”花园的78岁

老党员王生波说。

村民吴碧安一开始不肯配

合整治，看到别人屋前屋后变

得整齐干净，3天后他也主动拆

了自家的水槽和洗衣板，“领

养”了花园。13 名花园“领养

人”中，既有党员干部，也有普

通村民。

在新昌县委书记邵全卯看

来，乡村振兴，抓基层党建是基

础中的基础。党员形象好，班子

威信高。“建设新农村，关键是要

选好带头人。要真正把想做事、

做得成事、素质好的人选出来，

这样的班子才有战斗力、执行

力。”他说。

振兴乡村经济
收入增加了

村子好，关键是要让每家

每户都说好；村子富，归根到

底是要每家每户都富起来。

村委领导班子清醒地认识到，

只有把“人气”变成“财气”，实

现村强民富，才能实现后岱山村

的真变化。

为此，后岱山村专门成立了

禾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村集

体控股 51%，其余 49%吸纳村

民参与，统一经营特色农副产

品，合力开发民宿经济，共同提

高经营性收入。此外，王国洋还

带领新班子不遗余力“推销”村

庄、集聚人气，他上任以来先后

组织开展了迷你红薯节等22场

活动。同时，他还把后岱山的每

一个变化、每一项活动都通过微

信及时“晒”出来、传出去，希望

能让更多人知晓这个地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17年国庆长假，后岱山村平

均每天都要接待游客约500人

次。许多村民表示，后岱山村从

来没有这样热闹过。王国洋更

是戴着耳麦当了 8 天“导游书

记”。据了解，2017年6月25日

~11月27日，后岱山村先后接待

123批观摩团、1426人次前来考

察学习，累计接待游客超过3万

人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后岱山村赶上了新时代、

好时代。近年来，新昌县正是通

过‘三治一提升’工作，让空心化

的农村恢复了原本的乡村气

息。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

章，就是要还农村绿水青山，老

百姓才会有致富的金山银山。”

邵全卯说。

□ 孙丛丛

“每一棵垂柳认识你，每一

条街道记得你，老街小巷熟悉

你，一砖一瓦记得你……”2017

年12月27日，在济南市历下区

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居委会

活动室，社区抗大合唱团成员徐

建国告诉笔者，为怀念已故社区

书记陈叶翠，群众自发创作了歌

曲《记得你》。“我们这支合唱团就

是在陈书记的鼓励下组建起来

的，旨在团结大家勿忘光荣传统、

唱响时代主旋律。如今，斯人已

去，但我们还要把这种精神传承

下去。”徐建国说。

陈叶翠是山东首位直选产

生的“小巷总理”，曾任甸柳一居

党委书记、主任，2017年 11月

11日因病不幸逝世后，被山东省

委宣传部追授为“齐鲁时代楷

模”。扎根社区数十年，她在基

层社会治理中不断开拓，充分盘

活文化活动队、社工、党建等资

源，为百姓排忧解难，带来了甸

柳社区“人和乐居”的可喜面貌。

《火车向着韶山跑》《社区我

们的家》《阳光路上》……走进甸

柳一居活动室，歌声悦耳，余音回

旋。抗大合唱团精心准备跨年

“迎春联欢会”，队员们练乐唱曲、

探讨交流，忙并快乐着。此外，社

区党员合唱团、星光艺术合唱团、

老年民族舞蹈队等组织的文化活

动也有序开展。“社区抗大合唱团

成立4年多来，成员发展到50多

个，我们定期活动、参加演出，把

业余时间利用起来，大伙的精神

更饱满了。”徐建国介绍，多年

前，就有许多外来人员慕名参加该

社区文化活动，当时，在陈叶翠

等社区领导的提议下，甸柳一居

还专门成立了社会组织党支部，

在便于沟通服务的同时，也增进

了群众的凝聚力。

网格化管理是甸柳一居的一

项党建成果。社区党支部负责人

担任大网格长、支部执委担任网

格员、楼长及优秀党员代表作为

党员中心户，分包挂片，确保“小

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我

们注重以文化为依托，组织策划

了‘和谐家庭金婚银婚庆典’‘母

子同乐幸福家园’等主题文化活

动，动员所有社区党员、群众参

与区域共建，进行社区‘道德模

范’‘最美家庭’‘最美楼院’评

选，在奏响文明主旋律的同时，

也带来了社区融洽、和谐的氛

围。”甸柳一居党委副书记、居委

会主任刘绍霞说。

甸柳一小是甸柳新村街道

第一社区的住区单位，在实行网

格化管理中，少年儿童尤其是困

难儿童的课外辅导问题成为校方

反馈至“网格”的一项主要问题。

“2009年3月，我作为一名

刚大学毕业的社会工作者来到

甸柳一居工作，在毫无头绪的情

况下，陈叶翠建议我从群众需求

着手，给低保家庭的孩子辅导功

课。我们开始做4点半课堂，接

手社区家长学校，组织亲子活

动、开办教育讲座……经过努

力，我们开展的儿童社工服务项

目成为政府购买项目。”青年社

工燕操回忆道。

如今，“四点半课堂”已成为

甸柳一居的一项成熟文化活动品

牌。该项目负责人告诉笔者，除

每天下午4点半定时安排老师辅

导学生作业外，社区还成立了“碧

荷泉韵”少儿民乐队、小百灵合唱

团，帮助青少年艺术爱好者学习

二胡、扬琴、笛子等器乐知识及基

本演唱技巧，同时，还针对学生家

长开展“童途有你——儿童家庭

教育能力提升”等服务项目。

“与社工项目相融合，文化活

动也被应用到居民与社区融合、

居家养老等社区服务项目中去。”

甸柳一居党委委员郑少英举例

说，为帮助回迁人员、流动人口等

更好地融入社区大家庭，各级“网

格”定期主办趣味运动会等文体

活动，借助七夕节、重阳节等传统

节日，组织开展“孝亲敬老”评比

及社区文艺团队展演等，促进邻

里和谐，社区和睦。

“引进社工项目、进行网格

化管理、倡导和谐社区建设……

为拓展社区‘大文化’格局，陈叶翠

带领大家作出了许多设想和尝

试。”刘绍霞介绍，在充分保证这

些已落地项目更好地发挥效能

外，该社区还结合当下实际，编

创歌曲《社区我们的家》，开展电

脑班、手机智能班培训等多元活

动，在加强凝聚力、实现社区“人

和乐居”的同时，不断满足群众

对于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本报讯 2017年12月

29日，陕西省文化产业工作

推进会在西安召开，会议上

命名7个园区为首批陕西省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同时命

名33个园区和文化公司为

第六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据介绍，2016年，陕西

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802.52

亿元，占GDP比重4.14%，

位居全国第14位。2017年

文化产业增加值预计突破

900亿元。尤其全省各市文

化产业的增长速度都高于

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

成为提供就业的重要行业、

产业结构优化的朝阳行业。

此次会上公布了首批

陕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名单，包括曲江369互联网

创新创业基地、陕西动漫产

业平台、老钢厂设计创意产

业园、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等7个产业

园区。同时，还公布了第六

批陕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单位）名单，包括耀瓷文化

产业园、澄城县尧头窑文化

旅游生态园区等33个单位。

陕西省文化厅厅长刘宽忍

说，要依托历史文化、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等优势，在

关键环节攻坚克难，在重点领

域深入推进，在做大数量上做

文章、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

在扩充增量上提水平，通过

园区承载、项目支撑、政策保

障、督导落实等有效措施，促

进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产业

优势转化。 （任学武）

全国地方戏曲剧种共348个

本报讯 月牙形金饰

牌、鎏金镂刻吉祥纹饰马

鞍、酥油茶壶、全省茶课银

锭……340余件（套）文物精

品近日亮相天津博物馆“茶

马古道”展，集中展现这条绵

亘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商贸走

廊，带领观众重温“山间铃响

马帮来”的千年回响。

茶马古道形成于秦汉，

兴盛于唐宋，连接着古代陆

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

路，是汉藏以及西部各民族

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

通道，是世上海拔最高、最

古老的商路，是中国唯一一

条至今仍在使用的古驿道，

在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和文明传播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据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

介绍，本次展览为期3个月，

汇集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

博物馆、西藏博物馆、青海省

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九

省份博物馆精品，通过半月

地带·早期文明、通达陆海·

汉唐古道、茶马互市·茶风盛

行、贸易兴盛·民族融合、走

马滇藏·古道撷珍五个部分，

展现茶叶与古代中国社会生

活的关系，再现茶马古道的

发轫、发展和繁荣的过程。

据了解，为配合此次展

览，在展览期间，天津博物馆

还将邀请国家博物馆、云南

省博物馆等相关机构专家学

者讲述茶马古道与中华文明、

云南文物之间的联系。

（周润健）

340余件（套）文物精品亮相天津

原创舞剧《运》传承运河文化

本报讯 原创舞剧《运》

近日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

场首演，由专业青年舞蹈家

与高校大学生携手呈现的精

湛表演，将以大运河为核心

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观众

对运河文化更为直观的感性

认识，弘扬了运河精神。

该剧围绕一个涵盖了运

河、漕运、命运、国运的“运”

字，以“运河号子”为线索，为

观众娓娓道来一段串联起清

朝末年、北平解放前夕、改革

开放后、走入新世纪４段不同

时期的运河故事。编剧许锐

介绍，舞剧分为六个部分，视

角聚焦于运河岸边的普通人

家的四代人，并通过他们曲折

的人生经历，折射出劳动人民

的质朴、勤劳、善良和坚韧。

舞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号子”作为音乐符号和

线索，将“文化遗产”鲜活地融

入艺术创作。创作团队邀请

了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

人、年近八旬的赵庆福老人，

将对运河文化的历史、运河人

精神的理解融入剧作，使舞剧

承载起文化遗产传承的功能。

该剧总导演帅晓军介

绍，运河之“运”，不仅串联了

千年运河情，还将运河人的

命运与国运交织在一起。运

河传递的不仅是货物，还有

人间义与家国情。

舞剧《运》是北京物资学

院历时两年进行创作的一部

结合民族文化、京杭大运河

文化和校园文化的舞剧，引

导青年大学生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找到认同和自信。

（张漫子)

湘东傩面具大师和他们的湘东傩面具大师和他们的傩舞傩舞““表情包表情包””
在湘赣交界的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傩戏是当地群众在祈福迎新时的传统节目。傩戏最

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就是傩面具，湘东傩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陈全富是唐代雕法的传承人，从小跟随父亲学习傩面具雕刻，目前他已经掌握了400多个

人物造型的雕刻手法。在湘东，傩面具分为唐代雕法和宋代雕法两种，“无论唐代雕法还是宋

代雕法，面具的制作都是创意加细致的过程，我们传承的不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代代工匠对手

艺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态度。”湘东傩面具传承人陈全富说。图为在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麻山小

学，陈全富正在为傩舞队的孩子们佩戴面具（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文化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