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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映的电影《钢铁

意志》，还原了新中国炼出

第一炉铁水的过程。影片

纵贯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

和抗美援朝时期，曾经叱咤

战场的军人转型为钢铁战

士，与技术人员、工人们一

起 攻 坚 克 难 ，迅 速 恢 复 生

产，支援前线战场和祖国建

设。可以说，这部以新中国

钢铁工业初创期为表现内

容 的 电 影 ，填 补 了 多 年 来

中 国 电 影 的 题 材 洼 地 ，备

受好评。

工业题材的主旋律电

影不好拍。流于表象的工

业 题 材 作 品 ，一 不 小 心 就

会 被“ 拍 ”成 简 单 的“ 工 厂

文 化 ”，不 仅 难 以 传 递 思

想 价 值 和 艺 术 价 值 ，也 难

以 塑 造 立 体 的 人 物 形 象 、

深 入 挖 掘 人 情 人 性 、拓 展

审 美 取 向 。 而 这 部 电 影

之 所 以 能 打 动 人 心 、催 人

泪 下 ，离 不 开 几 个 因 素 ：

家 国 情 怀 震 撼 人 心 ，革 命

豪 情 、爱 国 热 情 、民 族 大

义 ，以 及 为 此 做 出 的 奉 献 牺 牲 ，深

深激起观众共鸣；温暖人性感动人

心 ，工 业 叙 事 容 易 宏 大 生 硬 ，这 部

电 影 却 将 浓 浓 的 亲 情 、含

蓄 的 爱 情 、生 死 与 共 的 战

友 情 与 同 事 情 ，演 绎 得 很

到 位 ；奋 进 之 美 打 动 人

心 ，百 废 俱 兴 、脱 胎 换 骨 ，

钢 铁 洪 流 、滚 滚 车 轮 ，这

一 切 所 构 成 的 崇 高 之 美 ，

令人振奋。

农业题材艺术创作的

繁 盛 ，与 我 们 悠 久 的 农 耕

历 史 和 农 业 文 明 分 不 开 ，

更离不开艺术创作者们深

入 生 活 、真 情 投 入 的 热 诚

和 执 著 。 相 比 之 下 ，我 们

也需要更多能与工人打成

一片的同甘共苦的文艺工

作者，来塑造出有血有肉的

人物；需要更多深入工厂车

间的感同身受，来写出工人

们丰富的内心、表现他们的

喜怒哀乐；需要作家对工业

生活有更真切的体验和理

解，才能在矛盾冲突中展示

历史的深刻进程，再现进步

创新的生动场景。从这个

角度而言，中国的工业题材

艺术作品，需要不断探索自

己的路。

电影是人类梦想的实

现，期盼有更多工业题材精

品佳作，忠实记录我国工业发展、科

技进步的梦想和图景，抒写伟大时代

的壮丽进程和史诗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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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刘 阳）26 日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组织第一次

彩排。晚会以“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

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主题，

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现开心信

心、顽强奋进的主旋律。彩排在节目

多样态呈现和各类技术手段的配合

上取得初步成效。

2023 年 春 晚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整

台晚会类型丰富、形式多样，歌舞、戏

曲、杂技、小品、微电影等节目，充分

传递出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的精气神。做“时代的眼睛”，讲“生

活的情感”。参加排练的演员和艺术

家们全力以赴、力求用最精美的呈现

合力书写奋进新征程的新气象、新风

貌，尽展壮美河山的新春图景。随着

近期彩排的密集推进，各类节目将深

度打磨，各种形态将不断完善。除夕

夜，《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将竭力

献上一份热气腾腾的文化大餐。

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组织首次彩排

本报西安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龚仕建）近日，首届上合组织国家农

业大学校长论坛暨科技创新发展论

坛在位于陕西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上合组织农

业教育科技合作：机遇与挑战”，来自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

织国家 20 余所农业大学校长及科研

机构负责人参会。论坛围绕创新未

来农业人才培养模式、区域农业科技

协调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上海合作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

训 示 范 基 地 落 户 杨 凌 3 年 以 来 ，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已完成组建上合现

代农业发展研究院、筹建上合国际

联合实验室、加入上合组织大学等

重点任务，在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

织 国 家 建 有 8 个 农 业 科 技 示 范 园 ，

牵头成立涉农高校联盟。学校明年

将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大学生农业创

新创业大赛、上合现代农业系列工

作坊等活动。

上合组织国家农业大学校长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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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第十八届中国（深圳）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举办，

在年终岁末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自创办以来，深圳文博会展会规模、

观众数量、国际化程度等不断攀升，对激

发我国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产

业发展等产生了积极影响。

6 个展馆，展出面积 12 万平方米；超

2500 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下

参展，超 800 家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参

展；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

地区全部参展……深圳文博会是展示我

国文化产业整体实力的重要平台，各馆

的展示交易内容代表着行业的发展现状

和最新成果。

数据显示，深圳文博会每年汇聚海

内 外 10 多 万 种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展 品 ，

4000 多 个 文 化 产 业 投 融 资 项 目 在 现 场

进行展示与交易，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据介绍，前

17 届 文 博 会 累 计 成 交 总 额 已 超 过 2 万

亿元。

近年来，“融合”与“创新”成为深圳

文博会的关键词。“文化+科技”“文化+
创意”“文化+旅游”等新型业态、新模式

亮相，充分彰显文博会作为产业发展风

向标的引领作用。

2021 年，第十七届文博会首次在云

端举办，跨界融合发展的文化产业新业

态集中登场，掀起阵阵浪潮：江苏省参展

团带来的“5G 大运河”沉浸式体验区吸

睛无数；河南省参展团通过全息技术、

VR 体验、裸眼 3D、场景沉浸式体验等方

式，全面展示了河南省文旅文创发展的

最新成果；青海省参展团各种创新有趣

的潮玩，既保留了民俗的神秘特色，又增

加时尚、创意、科技等元素，使得民俗文

化更具生活色彩……

“ 通 过 融 合 实 现 文 化 产 业 的 业 态

创 新 和 模 式 创 新 ，已 经 成 为 文 化 企 业

的共同追求。”深圳文博会相关工作人

员说。

深圳文博会还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

去的重要平台和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

要窗口。2015 年，深圳文博会首设“丝绸

之路馆”。经过多年发展，该展馆已升级

为“一带一路·国际馆”，参展国家和地区

从首设的 15 个，增加至 2019 年来自 50 个

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家海外机构参展。

第十六届文博会上，来自法国普罗旺

斯的薰衣草精油、拉脱维亚的文化旅游打

卡地等全球 3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精品，

通过“一带一路·国际馆”走进国内，有力地

促进了沿线国家地区文化产业的交流、对

话与合作。

今年深圳文博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家境外文化机构和

企业云上参展，共有来自法国、德国等 108
个国家和地区 10931 名境外采购商注册

线上观展采购。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也

通过文博会平台不断加速“走出去”。

借助深圳文博会平台，福建德化的

“富贵红”瓷器，签下 6000 万美元的订购

大单，迈出了走向世界的一步；甘肃兰

州歌舞剧院出品的《大梦敦煌》，漂洋过

海走向世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远播

国外。

第十八届深圳文博会将举办

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吕绍刚

演出终了，一群藏族演员次第登台

谢幕，一同登场的还有这出剧目的指导

老师——濮存昕。这是由西藏自治区话

剧团排演的一场话剧，演员是上海戏剧

学院西藏班的 22 名学生，该剧由濮存昕

执导，特别分为普通话和藏语两个版本。

“ 我 之 前 在 上 海 生 活 ，是 话 剧 爱 好

者。如今在雪域高原看到这样高水平的

话剧，感到格外高兴。”在拉萨工作的陈

治龙说。这是话剧事业在西藏发展进步

的缩影。60 年来，西藏话剧人的足迹遍

布西藏的城镇、乡村、学校、边防哨所，送

剧下乡、服务群众。

培养齐备人才队伍

1959 年，上海戏剧学院为西藏开设

话剧表演班，索朗绕登幸运地成为这个

班的学生。由田汉创作的《文成公主》成

为他们的毕业剧目，索朗绕登在剧中饰

演文成公主的舅舅。多年后，很多人依

然用剧中的称呼“阿古拉”（藏语“叔叔”）

来称呼他。

1962 年 7 月 1 日，以上海戏剧学院西

藏话剧表演班第一批毕业生为主体的西

藏自治区话剧团正式成立。

自此，上海戏剧学院西藏话剧表演

班每 10 年招生一次，迄今已培养了 6 届

毕业生，他们成为西藏话剧事业发展的

中坚力量。据介绍，西藏话剧团的演职

人员中九成以上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都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

毕业剧目是这些学生的“初考”，也

是他们登上职业戏剧舞台的起点。用少

数民族语言演绎经典话剧著作，是西藏

戏剧团演员们的特色之作。

“濮存昕老师的腿做过手术，但依旧

跪在地上做示范，让我们感受表演的动

作。他还在剧中加入了藏族歌舞，用熟悉

的文化让我们放松下来。”回忆排练的过

程，演员白玛拉吉感慨自己的成长。

在排练中，一代代话剧人才完成了

从青涩到成熟的转变。西藏话剧人才队

伍越发完善，话剧团形成了老中青人才

齐整的梯队格局，拥有编导演齐全、灯服

道效化等齐备的人才队伍。

“如今，我们拥有一批在全区乃至在

全国都享有盛誉的剧作家、导演、舞美和

表演艺术家，他们有能力创作演出高质

量话剧作品，也正努力为高原话剧事业

耕耘希望的沃土。”西藏话剧团团长普布

次仁表示。

把戏送下去、留下来

西藏话剧团的演员，几乎个个都参

与过“送剧下乡”。在地广人稀的乡镇表

演话剧，和大舞台不同。每个新进话剧

团 的 年 轻 人 ，都 曾 听 过 这 样 一 个 故 事

——在一次下乡演出中，演出场所没有

电，演员们靠 8 支蜡烛照明，最终完成了

一场戏剧演出。

2007 年，23 岁的阿旺仁青跟着话剧

团去那曲地区嘉黎县送剧下乡。“下乡演

出非常艰辛，时间基本都在 1 个月以上，

特别是到偏远的农牧区时，路途遥远还

很 危 险 。 当 时 我 们 在 路 上 遇 到 了 泥 石

流，情况十分危急。”阿旺仁青回忆。然

而，在快到县城时，一车人看到牧民们激

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哈达迎接他们，“那一

刻 ，我 觉 得 一 切 都 是 值 得 的 。”阿 旺 仁

青说。

普布次仁记得，有一次话剧团去山

南演出，当地为话剧团的演员们准备了

鸡蛋，每个鸡蛋上还标注了姓名。当地

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是群众的名字，

原 来 这 些 鸡 蛋 都 是 当 地 群 众 听 说 话 剧

团 来 表 演 ，特 地 送 上 的 礼 物 。“ 那 是 老

百姓对我们的喜爱呀！”普布次仁说。

现在，西藏各地的基础设施大为改

善，但下乡演出依然是辛苦活。话剧团

的成员们到达之后，便要卸车、装台、演

出，经常一忙就到深夜。

西藏话剧团还积极为基层表演人员

开展培训。西藏话剧团党组书记王全平

说：“我们不仅要把戏送下去，还要努力

把戏留下来，话剧团定期走下去对民间、

基层艺术团进行培训，又把西藏各地有

潜力的基层演职人员请上来，对他们进

行一对一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表演、创

作等。”据介绍，这项工作开展近 5 年来，

西藏话剧团已经先后培训了 100 余名基

层演职人员。

西藏话剧团还积极开展“文艺下基

层”“高雅艺术进校园”等社会演出和全

国巡演，推动西藏优秀话剧走向全国舞

台，巡回演出的足迹遍布西藏的农村、牧

场、边防哨所以及国内多个省份，每年完

成演出不少于 120 场次。

探索更多传播形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

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如何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以及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更好

地创作和传播话剧？西藏话剧团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创新。

剧 目 作 品 更 贴 近 生 活 、贴 近 群 众 。

受限于场地等因素，大型剧目很难在基

层表演，话剧团就带着小戏、小品下乡。

西藏话剧团每年都要创作大量的小戏小

品剧目，如藏语小品《张不美相亲》、四川

方言剧《芙蓉树下》《邻里之间》等。这些

作品大多取材于小人物的小故事，受到

当地群众的喜爱。

拓 展 渠 道 ，进 一 步 扩 大 受 众 覆 盖

面。这些年，话剧团利用晚会、影视剧等

平 台 ，把 创 作 从 实 体 剧 场 搬 上 更 大 舞

台。在藏历新年晚会上，话剧团经常带

来精彩的表演。“1996 年的晚会上，我们

创作了小品《花伞下》，产生很大影响，至

今老百姓中还流传着当时节目中的一些

台词。”编剧尼玛顿珠说。同时，尼玛顿

珠等话剧团成员共同创作了西藏第一部

藏语情景喜剧《快乐生活》。这部小成

本、小制作的电视剧在西藏引发了观看

热潮，尼玛顿珠记得，播出的那段时间正

好是收青稞的季节，“但大家再忙，也会

放下手头的农活，赶回家看西藏电视台

播放的《快乐生活》。”直到现在，这部电

视 剧 里 的 许 多 片 段 还 被 老 百 姓 们 反 复

提及。

如今，剧团还积极投身公共文化数

字化建设，将《共同家园》《八廓街北院》

等优秀剧目视频上传至网络平台实现资

源共享，或储存在光盘或优盘中，分送至

基层文化站，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

供给。

话剧种子逐渐在高原播撒，但西藏

话剧人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我们完

成 了 由 中 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引 进 的 儿 童

剧《特殊作业》，这是西藏首部儿童剧。

我 们 近 年 把 目 光 重 点 放 在 了 西 藏 儿 童

身上，将通过基层巡演的方式，把它送

到偏远地区少年儿童身边。”王全平说。

王 全 平 介 绍 ，西 藏 话 剧 团 坚 持“ 全

公益”的惠民定位，60 年演出 5000 余场

次、观众人数超 500 万人次。未来 5 年，

西 藏 话 剧 团 还 将 通 过 新 建 剧 场 的 数 字

化运用，打造“线下演出+线上演播”深

度 融 合 ，为 更 多 观 众 带 来 全 新 的 话 剧

体验。

60年来，西藏话剧团的演出足迹遍布全区各地

送剧下乡 服务群众
本报记者 申 琳 琼达卓嘎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
人 民 精 神 力 量 的 优 秀
作品。

60 年来，西藏自治区
话剧团不断壮大，既表演
大剧目，也送剧下乡，创作
贴近生活、贴近基层群众
的小戏、小品，还投身公共
文化数字化建设，受到当
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推
动了话剧事业在西藏发展
进步。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12 月 27 日电 （记者

潘俊强）为提前营造元旦、春节的消

费氛围，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文旅消

费恢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推

出“北京微度假”文旅新消费品牌，并

联合相关区发布了首批 6 个北京微

度假目的地品牌。

据介绍，首批 6 个北京微度假目

的地品牌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

合东城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

区、密云区、延庆区政府推出，分别

是：故宫以东·城市度假文化金三角、

门头沟小院的悠闲时光、来影都过周

末、桃醉平谷·金海露营、心宿密云山

水·休闲古北、最美冬奥城。 6 个北

京微度假目的地分为 6 个片区，拥有

文旅商体等多种业态，消费场景多

元，各有特色，能满足市民和游客的

品质化、便利化、休闲化、个性化、娱

乐性、体验式等文旅消费新需求。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还联合部

分平台企业打造“北京微度假”品牌

馆，向游客和市民推荐北京微度假优

质旅游资源，释放大众高品质旅游消

费需求，推动北京文旅市场的全面恢

复转暖和快速发展。

北京推出微度假推动文旅消费

■解码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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