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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成都国际非遗
创意产业园蝶变新生

“一个产业功能区就是若干城市新型

社区”。如今，依托成都国际非遗创意产

业园，一个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

体的多功能复合的“国际非遗+”产业生态

圈已初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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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力 书 写 中 华 民 族 新 史 诗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

□ 盛玉雷

今年国庆期间，三部主旋律电影观影

总人次、总票房均创下国庆档新高。其中，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上映7天，票房就突

破了20亿元，刷新了国庆档票房的历史纪

录。掀起这股全民观影潮的，是观众的浓

浓爱国情、拳拳爱国心。

从开国大典的紧张前夜到香港回归的

分秒必争，从知悉原子弹爆炸后的深情对

视到国庆阅兵中的独自返航，从女排夺

冠时的上海里弄到全民迎奥运的北京市

井……这部以70年国庆献礼为主题、以重

现宏大事件为脉络、以七个导演七个故事

合力完成的主旋律电影叫好又叫座，打破

了人们的刻板印象，也打动了无数观众。

两个半小时的镜头，浓缩的是人民共和国

的历史，对准的却是“你”和“我”的生活。

让历史在共识和共鸣之中产生共情，

无疑是主旋律电影追求的最佳效果。《我和

我的祖国》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将镜头继续

向前推进，聚焦一张张面孔、一个个名字、

一段段往事。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亲历

国家的历史巨变，体验生活的日新月异。

正因如此，电影所呈现的历史，是可爱又鲜

活的历史，是呈现于银幕上的烟火味儿的

历史，是唠起嗑来有板有眼、聊起天来有笑

有泪的历史。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70 年，在

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对一个人

来说可能就是完整一生，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一种身处当中的“历史感”。和电影想

表达的内容一样，国庆前夕人民日报评论

版组织了一场“我为祖国添块砖”的征文活

动。在收到的来稿中，有“惊天动地事”，也

有“隐姓埋名人”。一名基层的畜牧兽医暴

雨中走了40里山路，尽管“路断了，不去也

没人说你”，但“每月拿着国家的一份工资，

怎么能不好好工作呢”；一名普通战士落选

了国庆阅兵方阵，用更加刻苦的训练诠释

“哪里不是阅兵场”……国家是抽象的也是

具体的，是宏大的也是微观的，无论是电影

画面还是文字笔墨，这些作品拥抱的是祖

国，讲述的是实实在在的“人”。

7 个故事的合称是《我和我的祖国》，

70年历史进程何尝不也是“我”和“我的祖

国”？电影透过一个个大事件中的小故事，

传递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深刻联结，彰显家

国情怀的现实力量，引发“原来历史还可以

这样讲”的思考。影片中，一次升旗，紧张

筹备是爱国，八方驰援也是爱国；一场相

遇，独自告白是深情，“眼神里都是戏”更在

于诠释伟大的源头。不管是隐姓埋名的科

研工作者、默默奉献的空军飞行员、埋头苦

练的护旗手，还是怦然心动的小男孩、内心

柔软的中年人、传递希望的老年人，每个普

通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浏览影评就会发现，观影后有人久久

伫立，有人热泪盈眶，有人陷入沉思。正如

一名观众的留言，“你的名字，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国家，因你而强”，那些平凡时刻，构

成了国家的历史，也定义了我们的人生。

在大历史中
感受爱国力量

□ 周 玮 史竞男 王思北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

以“奋斗”为主线，通过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的形式，全要素运用交响、合

唱、舞蹈、朗诵、情景表演等舞台手

段，再现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

族独立、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伟大

历程，获赞“为人民树碑、为新中国

立传、为新时代放歌的艺术作品”；

9月 30日~10月 7日，我国电影票

房以50.5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新

中国成立70周年重点影片《我和我

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领跑，

创作者通过类型化创作和艺术创

新，与观众的爱党爱国信念和拼搏

奋进激情共鸣共振……这是广大文

艺工作者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

献礼，是艺术创作从高原向高峰的

奋力冲刺。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

重要讲话发表五年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呈现出令人振奋

的崭新图景——

作家艺术家不断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进一步深入生活聚

焦现实，潜心创作深耕不辍，用心用

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电视剧《海棠

依旧》《绝命后卫师》《右玉和她的县

委书记们》，电影《战狼2》《流浪地

球》《哪吒之魔童降世》，图书《海边

春秋》《战上海》《主角》，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滑稽戏《陈奂生的吃

饭问题》广播剧《“事儿妈”宋小娥》

等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为“文艺

繁荣发展大计”立柱架梁，为攀登高

峰“铺路架桥”，一系列新政出台，强

化问题导向，采取有力措施，繁荣文

艺创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文艺

惠民活动遍地开花，融合新时代文

明实践，接地气、重实效，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大大提升……

五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承担新时代赋予的

新使命，鲜明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火热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大力弘扬、创新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创作生产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

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凝心聚力、培根铸魂。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艺
的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事

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

国作协九大开幕式，给内蒙古乌兰

牧骑队员、中央美院老教授回信，

给老艺术家牛犇写信，看望参加全

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

向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 70周

年致贺信，围绕做好新时代文艺工

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

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方向

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

义文艺在新时代的更大繁荣发展

指明了道路。

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宣传文

化等部门深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

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

者，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加强组织

引导，推动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文

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体系。

五年来，繁荣文艺、促进创作的

高含金量政策密集出台。《关于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

若干政策》等重要文件，为文艺发展

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政策保障。

聚焦瓶颈，破解难题，一系列文

化新政精准发力。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

沾满了铜臭气。”中办、国办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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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中

宣部等部门印发通知，加强对影视行

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

问题的治理，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

针对评奖过多过滥、公信力不

强的问题，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全

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大

幅度清理压缩节庆活动中举办的文

艺评奖，压缩幅度87.5%。以此为契

机，文艺作品评价体系得到进一步

完善。

中央令出，各地各部门积极跟进，

推动中央政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

加大艺术创作规划编制实施力

度，制定《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

程规划（2017-2021 年）》《2018-

2022年百部重点电视剧选题规划》

等，艺术规划体系逐步完善，艺术创

作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

发挥重大工程项目带动作用，

组织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

持、剧本扶持、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

展、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舆论引

导能力提升、记录新时代、中华文化

广播电视传播、中国经典民间故事

动漫创作等工程，推出一批能够在

历史上打下烙印、在人民中留下口

碑的优秀作品。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2013

年至2018年，全国国有文艺院团财

政补贴由101亿元增加到154亿元，

年均增长近9%；国家艺术基金自

2014年成立以来共确立资助项目

5112项，资助资金总额约41.1亿元；

电视剧优秀剧本扶持引导专项资金

2013年设立，引导资源向精品聚集、

突出作品社会效益；广播电视节目

创新创优专项资金、国家纪录片发

展专项资金、国产动画发展专项资

金等极大激发了各类文艺节目创新

争优的积极性。

伟大的时代呼唤杰出的作家艺

术家。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只要

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铭记于心、落实

于实践，我们就能坚持与时代同步

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

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把

自己千锤百炼成不负时代、不负人

民的优秀作家文艺家。

力戒浮躁、聚焦现实，创作
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将伟大历史征程记载于壮丽画

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美术作品展”9月26日在中国美

术馆揭幕，以壮阔恢宏的丹青画卷

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的130

余件新创优秀现实题材作品首次在

展览中集中亮相。蓄积于美术家内

心深处的文化自信所写照的山川、

所塑造的人物、所表现的历史、所描

绘的现实，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的

生动注脚。

五年来，人们欣喜地看到，摒弃

浮躁、潜心创造的创作信念深入人

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成为文艺

界共识；现实题材作品大量涌现，为

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的鲜明品格。

2019年夏天，全国基层院团戏

曲会演在京上演，全国31个省区市

31台剧（节）目集中亮相，展示了民

族戏曲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既有

弋阳腔《方志敏》等热情歌颂崇高理

想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有新疆

曲子剧《金子般的心》等积极弘扬新

风美德的优秀之作。现实题材创作

在会演剧目里占比近60%，荆州花

鼓戏《乡月照人还》等聚焦反映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沪剧《小巷总理》

等生动塑造基层干部的感人形象……

持续两个月的演出以浓浓的乡音乡

韵吸引了许多“北京家乡人”，观众

上座率达90%以上，网络点击总量

1.44亿多人次。

2018年8月，一部讴歌塞罕坝

几代造林人创造生态奇迹，诠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

念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引起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这部戏剧本创作

用了7年多时间，拍摄用了一年多，

辗转8个地方取景，不少都是在沙

漠、极寒等恶劣条件下实景拍摄。

播出后，其收视率最高时达到1.6，取

得了很好的口碑。

近年来，精心打磨、精益求精的

精品力作不断涌现——电影《血战

湘江》《百团大战》《红海行动》，弘扬

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电视剧《平凡

的世界》《黄土高天》，以普通人视角

反映时代巨大变迁；歌曲《不忘初

心》《新的天地》《我们都是追梦人》

《时代号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加油鼓劲……昂扬的

旋律奏响时代强音，优秀的作品鼓

舞人心。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

新是文艺的生命。勇作时代“弄潮

儿”，新文艺样式不断推出，别开生

面引领时代潮流。

2019年暑期电影票房冠军《哪

吒之魔童降世》，将中国经典传统故

事二次创作成为具有现代风格的动

画电影，收获好评无数；电视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将

中华文化元素与现代文艺形态相结

合，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爆款”；

《加油！向未来》《机智过人》将虚拟

现实、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真人秀、脱

口秀、益智竞技等综艺元素的科技

类节目，激发青少年热爱科学知识、

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

国庆70周年之际，我国首次颁发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在这无比

光荣的时刻，人们看到了王蒙、秦怡、

郭兰英这些文艺界熟悉的身影。他们

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 ”，是挺立

时代潮头的艺术“常青树”，为后辈文

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与标杆。

五年来，我国文艺创作队伍愈

发呈现人才辈出、几代同堂的生动

局面。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文艺家在

创作实践中磨炼人品、锻造艺品，德

艺双馨的文艺队伍不断充实壮大。

2018 年“七一”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给新入党的电影表演艺

术家牛犇，围绕文艺工作者“从艺做

人”，提出了“有信仰、有情怀、有担

当”这一崇高目标和重要标准，为新

时代文艺工作者成长成才注入强大

精神动力、提供重要遵循。

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示，要坚守

理想信念，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自

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

俗、庸俗、媚俗，做有信仰、有情怀、

有担当的人，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贡献力量。

凭借对《初心》中“老阿姨”龚全

珍的生动刻画，丁柳元荣获中国电

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在

当代优秀共产党人的字典里，‘信

仰’是最耀眼的两个字。对理想的

执着、对信念的坚守，并没有褪色，

从不曾缺席。”她说，“从影以来所塑

造的这些女性英雄形象，都深刻地

影响着我的心灵状态和表演品质。

与其说是我塑造了英雄角色，不如

说是英雄角色塑造了我。”

“只要以真诚的创作态度，付出

辛勤的汗水，主旋律电影一样可以

叫好又叫座。”在《红海行动》等影视

剧中有出色表现的演员张译说，“感

谢培养了我十年的军队，它赋予了

我军人的风骨和品格，也把军人的

职责融入了我的血液。拍摄过程

中，我们更是亲眼见证了我国国防

实力的强大。经历了半年的拍摄，

我们终于将植根于骨子里的国防自

信，用精彩的故事传递给了观众。”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争做
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

2019年9月25日，苏尼特右旗乌

兰牧骑红色文艺轻骑兵当选“最美奋

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

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

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60多

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

冒寒暑，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传

递党的声音和关怀，为广大农牧民

送去欢乐，成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

面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曾不止一次

为他们点赞，并勉励他们“永远做草

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为人民大众服务，始终是中国

共产党人发展文化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创作方

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

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

根生活”“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

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

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

民、歌唱人民”……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真

正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的问题，不仅“身入”，而且“心入”

“情入”，深入生活的主动性、为人民

创作的自觉性不断增强。

在基层广泛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快板《说说党的扶贫

政策好》、数来宝《下好创新先手

棋》等广受群众欢迎；全国1000余

家博物馆推出近万场精彩纷呈、独

具特色的“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

为广大群众献上精美文化盛宴；各

地激励乡土能人自创自编自导自

演“村晚”，凸显浓厚年味，吹起文

明乡风……去冬今春，中宣部组织

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全国各地

共组织1.2 万支文化文艺小分队、

21万余场文化文艺活动，比 2018

年翻了一番，营造出浓厚热烈的“年

味”“民味”“文化味”，惠及亿万基

层群众。

“坐热你的板凳，温热我的情。

喝碗你的井水，清亮我的心灵。”几

年来，中国文艺志愿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主题歌《走近你》悠扬的

旋律回荡在边防哨所、部队营房、建

设工地和学校操场。无论是面对成

百上千的观众，还是夫妻哨、炊事

班、居民社区的寥寥几人，文艺志愿

者都将最好的状态展示给观众，把

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有数字显示，近年来，全国文化

和旅游系统各创作单位每年开展创

作采风、结对帮扶等活动约1万项，

参与的艺术工作者约10万人次。

五年来，全国文艺界重拾深入

生活、潜心创作的优良传统和良好

风气，深入采风创作的越来越多、长

期扎根基层的越来越多、反复深入

生活的越来越多，推出一批从人民

中来、到人民中去，接地气、传得开、

留得下的精品佳作。

人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心；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图为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到牧区

演出。（资料图片） 东哈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