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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3 日电 （记者任姗

姗、潘俊强）22 日，由国家电影局指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主

办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怀

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本届北影节于 4 月 22 日至 4 月 29 日

举办，主题为“光影共享，文明互鉴”。主

体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主竞赛单元

“天坛奖”评奖、开幕式、北京展映、北京策

划·主题论坛、北京市场、电影嘉年华、大

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电影+”

九大主体板块，并保留“云上北影节”的展

映、互动、点播、市场展会等功能。

本次“天坛奖”共收到来自 93 个国

家和地区的 1488 部影片报名，数量再创

新高，15 部作品最终入围。“北京展映”

单元精选了 180 余部多题材、多风格、多

国别优秀影片，首次推出“怀柔周末套

票”，让大众尽享电影盛宴。本届北影节

主宾国为泰国，今年将举办“泰国电影

周”，集中展示泰国电影新作；还将与北

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合作，放映优秀体育

题材影片。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北影节进一步完

善青年导演培育体系，助推青年影人蓄势

勃发。再度与香港国际电影节合作，邀请

多个优秀项目参与北影节创投“中国香港

子单元”复审环节；继续深化与北京国际

体育电影周合作，和创投板块联动设立

“体育电影项目扶持基金”；还特别打造华

语中小成本艺术电影展映及论坛系列活

动，助力中小成本艺术电影突围。

又电 （记者贺勇）作为北京国际电

影节重要活动之一，第三十届大学生电

影节于 4 月 23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钟鼓楼

下的时间博物馆开幕，接下来将举行“光

影青春”优秀国产影片推选、全国高校巡

展等八大板块活动。

东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海英

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名导·名城·明

日之星”青年影像创作计划，拟号召全国

优秀青年创作团队走进东城区进行专题

影 像 创 作 ，通 过 青 春 视 角 展 现 东 城 风

貌。计划还将邀请知名青年影人对创作

进行指导，并推出系列影像作品，在推动

新生电影人成长的同时，让更多的人走

近东城、看见东城、认识东城。

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广

西防城港市在扩大文化服务覆盖面、提升文

化服务实效等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近

年来，防城港市扶持“候鸟文化志愿者”队伍，

吸收社会力量充实文化服务；鼓励引导企业

参与公益服务，扩大文化服务覆盖面；培育文

化活动品牌，营造书香氛围……一系列举措

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力量助力艺术普及

“美丽的广西谁能不爱它……”防城港市

群众艺术馆里歌声嘹亮、鼓声整齐，在“候鸟

文化志愿者”的带领下，一群外地学员和本地

居民正伴着歌曲练习非洲鼓。

防城港市风景宜人、气候适宜，吸引了来

自各地的游客旅居，当地市民亲切地称呼这

些游客为“候鸟”。据介绍，2014 年起，越来

越多外地文化志愿者来市群艺馆活动，2016
年，防城港市群艺馆正式建立“候鸟文化志愿

者”工作站，开辟专门空间，并建立了一套管

理机制。如今，“候鸟文化志愿者”队伍已从

建立初期的 13 人发展到 162 人，志愿者来自

各地，服务期限短则 3 个月，长则五六年。

“很高兴退休后能发挥余热，丰富的文化

生活让我感到充实。”今年 70 岁的刘蕙粼曾

是艺术院校的音乐教师，退休后加入“候鸟文

化志愿者”队伍，负责群艺馆钢琴等课程的公

益培训。

防城港市群艺馆副馆长申卫薇介绍，群

艺馆长期开展艺术普及活动，包括公益培训、

文艺演出、艺术展览等，课程门类包括声乐、

器 乐 、舞 蹈 、美 术 、戏 剧 等 ，每 年 培 训 学 员

2000 人次左右。“候鸟文化志愿者”每年公益

文化演出服务 20 场次、累计时长 38 小时以

上，大大充实了本地文化服务的力量，也促进

了文化交流。

在风光旖旎的涂海艺术村，海边的村庄

成为文艺范十足的旅游景点。这里是防城港

市文旅融合示范点之一，优美的海边自然风

光和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吸引不少艺术爱

好者前来摄影写生。2022 年，防城港市群艺

馆举办艺术联展、绘本画展等活动，其间曾多

次组织艺术家到此采风观摩。

广西双墩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涂

海艺术村负责人黄忠秋说，涂海艺术村作为

群艺馆进行艺术普及的新型文化空间，双方

通过公益联办、平台联建、品牌联创，形成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服务优质的机制，丰富文

化艺术类公益服务内容。

创新形式丰富阅读服务

晚上 8 点，防城港市上思县图书馆院内

大榕树下，一场读书会正在举行，阅读爱好者

们相聚一堂朗诵经典美文。

“第一次知道大榕树朗读会，是看到图书

馆流动服务车上的海报，这几年文化活动更

加丰富，我常来图书馆借书、看展览。”即将上

台朗读的上思县居民林虹宏说。

大榕树朗读会自 2018 年以来共举办 80
场，参与人数超 2 万人次，既有小学、幼儿园、

企事业单位专场，也有读者主动报名参加的

主题朗读。捧起一本书在树下朗读，已经成

为当地一个文化品牌，营造浓浓书香氛围。

“朗读是一种互动性较强的文化活动，很

容易让人获得快乐，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

图书馆，加入阅读的队伍。”今年 55 岁、已在

馆工作 30 年的上思县图书馆馆长岳志武说。

走进图书馆一楼的“十万大山文学创作

室”，书架上摆放着数排本地乡土文学作品。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以来，县

里陆续给图书馆资金扶持，促进了图书馆文

化服务品质的提升。图书馆除了为文学爱好

者 提 供 活 动 场 地 ，还 支 持 他 们 出 版 优 质 作

品。成员们也常帮助图书馆策划、组织各类

文化活动，极大丰富了文化服务种类。”岳志

武说着，翻开了一本由创作室作者结集出版

的诗歌集。

“图书馆藏书从 6 万多册到 18 万多册，部

分图书放置到 8 个乡镇文化站和多个企业的

图书流通点，方便更多群众借阅。”岳志武说，

图书馆读者证办证数量从过去的 1000 多张增

加到了如今的 6000多张，到馆人数明显提升。

一辆大巴车，带上图书、音箱，开到基层

社区、山乡校园。上思县图书馆还设立流动

服务车，2018 年至 2022 年，流动车开进 16 所

乡村学校，带动 5000 多人次参与朗读活动。

文化资源走进乡镇村屯

距离上思县城 8 公里的思阳镇明哲村玉

学屯，齐整的灰白民居外墙上，各家各户张贴

着家风家训。2017 年，玉学屯公共服务中心

及文化广场建成，屯里农家书屋内图书摆放

整齐，按照图书馆总分馆制，从县到乡镇再到

村屯服务点图书通借通还。

玉学屯文化广场配备了篮球场、羽毛球

场和文化表演舞台。“以前这里是牛棚和晒谷

场，后来修了文化广场，我们常常来这里跳舞

唱歌。”今年 62 岁的村民黄超妹说。

明哲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尚哲介绍，明哲村

是自治区乡村振兴示范点，近几年来，上思县文

化馆多次开展流动书画展、戏曲进乡村等活动，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

为促进乡村文化振兴，防城港市文化和

旅游部门招募了一批乡村文化志愿者，还在

全市 330 多个行政村（社区）各配备一名文化

专管员，负责做好文艺培训、文化宣传、文体

活动组织和农家书屋管理等工作，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重心下移，将文化服务触角延伸到

基层。

开展文化服务还要结合特色民俗活动。

在江平镇潭吉村，每月逢农历初十、二十五为

歌圩，凡圩皆唱，人数少则几十，多则千余，当

地京族民歌也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居民常常即兴对歌。

“过去这里没有顶棚，也没有专门的舞

台，我们就自己搭遮阳棚，条件简陋得多。”潭

吉村老年协会会长黄永林指着眼前的舞台和

钢制棚顶说，“后来政府建设文化大院，搭建

了歌圩场，还配备了桌椅和音响设备。我们

在这里唱歌跳舞、弹独弦琴，歌圩的时候还有

外地的文艺爱好者加入。”

据介绍，如今在文化部门指导下，潭吉村

有了文化专管员，负责歌圩场管理，服务乡亲

开展更多文艺活动。“我们还经常受邀去外地

交流表演呢。”黄永林笑着说。

上图：防城港市举办群众联欢文艺演出。

防城港市群众艺术馆供图

组建志愿者队伍、丰富活动类型、延伸服务半径，广西防城港市——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
本报记者 祝佳祺

组建志愿者队伍，以
社会力量充实文化服务；
鼓励引导企业参与，丰富
服务类型；培育活动品牌，
营造浓浓书香氛围……作
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广西防城港市近
年来扩大文化服务覆盖
面，提升文化服务实效，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

核心阅读

■解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R

本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杨昊）记者从共青团中

央获悉：第五届“中国华服日”活动 22日在北京、山东、江苏、

湖南等地联动举办，吸引上万名青年华服爱好者体验游览。

北京主会场设在圆明园遗址公园，现场有“国风市

集”“互动体验”“文化展演”“文化讲堂”等展示区域。“国

风市集”上展示琳琅满目的华服及饰品等。“互动体验”区

为青年朋友们提供蹴鞠、投壶、棋艺、品茶等传统文化体

验。昆曲选段、民乐合奏等演出在“文化展演”区上演。

“文化讲堂”内，专家学者和华服爱好者们齐聚一堂，重温

国学经典，分享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美意。

除北京主会场外，山东、江苏、湖南分会场也举办了

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并通过线上直播进

行联动展演。

据悉，“中国华服日”活动于 2018 年首次举办，旨在

引导广大青年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厚植家国情怀。

第五届“中国华服日”活动多地联动举办

日前，安徽省合肥市

肥东县长临河科创小镇空

间遥感技术中心，小学生

在观看“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器模型。

4 月 24 日是中国航天

日。近日各地开展形式多

样的活动，鼓励孩子们学

习航天科技知识，激发科

学探索热情。

阮雪枫摄

（新华社发）

从
小
有
个
航
天
梦

本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郑海鸥）近期，由文化和旅

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的“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

演”正在上演。展演涵盖文化和旅游部 6 家直属文艺院团及

25 个省（区、市），共有 61 部新时代以来创作的优秀作品和恢

复的经典保留艺术佳作。本次展演作品代表了近 10 年来全

国舞台艺术最高水准，自启幕以来佳作频现，观众热情高涨。

据了解，参演作品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屡获殊荣。既有

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戏剧类优秀作品，又有

第十七届文华大奖获奖作品，涵盖了戏曲、话剧、儿童剧、歌

剧、舞剧、音乐剧、歌舞晚会、交响乐、杂技剧等多个艺术门

类。展演汇集了一批优秀的老中青年艺术家，展现了新时代

舞台艺术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的喜人景象。

据悉，展演将一直持续到今年 5 月，在北京各大剧场进行

约 100 场演出的同时还开展线上演播活动。

“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好戏连台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 （记

者史竞男）在中宣部指导下，由中

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 2022
年度“中国好书”日前揭晓，共有 42
种图书入选。其中，年度荣誉图书

2 种，主题出版类 7 种，人文社科类

8 种，文学艺术类 10 种，科普生活类

5 种，少儿类 10 种。另有 20 种图书

入围 2022 年度“中国好书”。

年度荣誉图书为：《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中国

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主题出版类图书为：《从历史

深 处 走 来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谈 话

录》（陈先达、臧峰宇著，河北人民

出版社）、《红色气质》（新华社《国

家 相 册》栏 目 组 编 著 ，商 务 印 书

馆）、《红色宝藏：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精品文物故事》（中国共产

党历史展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

社）、《小漫画 大时代》（河北邱县

青蛙漫画组绘著，生活书店出版有

限公司）、《谱写发展奇迹：新中国

重大经济成就精讲》（贺耀敏著，安

徽人民出版社）、《走向振兴的中国

村庄》（韩长赋主编，人民出版社）、

《中国制造：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

（曾纯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文社科类图书为：《中华文

明五千年》（冯天瑜著，北京大学出

版社）、《大运河画传》（全国政协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江苏凤

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

出版社）、《中国字 中国人》（《中

国字 中国人》编委会编著，山东

友谊出版社）、《敦煌岁时节令》（敦

煌研究院编，赵声良主编，杜鹃等

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至味

中国：饮食文化记忆》（王仁湘著，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从考古看

中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

公室编，中华书局）、《从张骞到马

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荣新

江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天地人

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王蒙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文学艺术类图书为：《乌江引》

（庞贝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

版社）、《宝水》（乔叶著，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天露湾》（陈应松著，长江文艺出版社）、《燕食

记》（葛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西海固笔记》（季栋梁著，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望江南》（王旭烽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陈启文著，广东人民出版

社）、《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陈洪金著，希望出版社）、《漂洋

过海来送你》（石一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路》（马慧娟

著，宁夏人民出版社）。

科普生活类图书为：《科坛趣话：科学、科学家与科学家精

神》（汪品先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中国大猫》（吕植主

编，中信出版社）、《手绘水世界：关于水的博物课》（中国水利

工程协会组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细胞简史》（程林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医界探案：感染病科的故事》（黄英

男、胡必杰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少儿类图书为：《一百岁的红领巾》（董宏猷著，中国少年

儿童出版社）、《琴声飞过旷野》（徐贵祥著，明天出版社）、《秘

境回声》（邓西著，大象出版社）、《三江源的扎西德勒》（杨志军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我的，我的》（赵卯卯著，中国少

年儿童出版社）、《熊猫小四》（叶广芩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

社）、《我的飞鸟朋友》（保冬妮著；黄捷、于澍、郭棋绘，接力出

版社）、《了不起的中国科技》（王琼、付中梁、曹建西、金蓉等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AR 全景看·国之重器》（张杰总主编，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走近三星堆》（王伟、跃然纸上编绘，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其他入围图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界意

义》（姜辉著，江西人民出版社）、《读懂中国共产党》（谢春涛主

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百年“三农”：中国共产党解决“三

农”问题的战略维度和实现路径》（郑有贵著，东方出版社）、

《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胡献忠著，中国青年出版社、江苏人

民出版社）、《中国经济这十年：2012—2022》（本书编写组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攀升：长期经济增长的世界意义》（张

明等著，东方出版社）、《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

的奠基》（杨泽波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地理中国》

（蒲实、刘怡、丘濂、张星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汉

服》（曹喆著，中华书局）、《中国瓷鉴》（叶佩兰著，山东友谊出

版社）、《敦煌如是绘：接续 1600 年美的历程》（敦煌画院著绘，

中信出版社）、《烟霞里》（魏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流淌火》

（李司平著，春风文艺出版社）、《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中国人

的诗意生命美学》（徐立京著，徐冬冬绘，中信出版社）、《欧洲

绘画史》（邵大箴、奚静之著，湖南美术出版社）、《医之心：百名

协和医学专家医学人文志》（张抒扬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个人，一座城》（张晓玲文，沈启鹏等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

出版社）、《勐宝小象》（湘女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大蝴

蝶 小姐姐》（龙淼著绘，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你看见喜鹊

了吗？》（戴芸文、［英］郁蓉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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