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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 5月 23日电 （记者原韬雄）22 日，由中国公共

关系协会和汉中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3“一带一路”年

度汉字发布活动在陕西汉中举行。活动以“深化互信，凝聚共

识”为主题，揭晓“信”字为 2023“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据了解，经过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和媒体评选推荐，

“信”字最终在 9 个候选汉字中脱颖而出，成为 2023“一带一

路”年度汉字。“信”字本义为言语真实，引申指诚实、信用。“一

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互鉴之

路。共建“一带一路”更需要诚实守信，相互信任，增强信心。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郭卫民表示，汉字文化作为文化交

流的重要内容，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一扇

窗口，要继续创新开展“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等特色活动，

不断增进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活动现场还揭晓了活动吉祥物朱鹮的名称。吉祥物朱鹮

取名为“文小洋”。“文”取自活动的主标识，“洋”表示朱鹮来自

汉中市洋县。

2023“一带一路”年度汉字揭晓

历经 150 多年，位于北京东城区草厂二

条胡同的韶州会馆迎来新生。5 月 22 日，经

过修缮后的韶州会馆举行开馆揭牌仪式，正

式对外开放。一度沦为大杂院的百年会馆，

如今成为兼具传统四合院及会馆建筑特色的

综合性文化空间。

韶州会馆的“新生”，源于东城区推出的

“焕发会馆文化活力伙伴计划”。去年以来，

北京东城区与广东韶关市携手推动会馆开

发与利用，共同推进韶州会馆规划设计，丰

富会馆文化的发展业态，联袂打造会馆活化

利用新模式，将韶州会馆打造成文化交流的

“会客厅”。

活化利用，促进旧址
修缮更新

会馆承载多样地域文化，是历史留给北

京独特的文化遗产，也是首都文化开放融合、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重要见证。

东城区拥有 37 处会馆类不可移动文物，

如何保护修缮和合理利用会馆？东城区大力

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持续加大文物会馆腾退、

修缮、利用方面的工作力度，一大批会馆得到

精心修缮，部分已作为文化场所或展示空间

实现利用。

与此同时，东城区着力打造“会馆有戏”

文化品牌，量身定制了一系列“小而精”“小而

雅”“小而美”的演出剧目，让百年戏台再现光

影，让沉睡文物焕发新生。

“会馆与其他历史建筑的区别在于其具

有鲜明的公益性和情感价值。每个会馆都是

惠及乡梓、打上鲜明地域文化基因的‘文化植

被’，凝聚着一代代游子浓重的乡愁。”北京师

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张佰

明说。

会馆要“活起来”，需要不断注入“源头活

水”，这离不开会馆原发地的参与。东城区创

新思路，鼓励引导地域文化主体参与文物保

护和利用，促进传统文化街区更新。

一馆一策，挖掘会馆
人文特色

去年 7 月，东城区编制出台北京市首个

聚焦会馆片区建设的创新政策《关于进一步

焕发东城区会馆文化活力的若干措施》。同

年 9 月，东城区以首批 10 家试点会馆为依托，

面向全国各地公开征集创新合作项目，着力

连接更多文化资源与要素，统筹好文物保护、

特色发展。

经项目征集、实地踏勘、专项指导、专家

评审等环节，广东韶州会馆、湖北黄冈会馆、

湖北麻城会馆、广东平镇会馆、安徽石埭会

馆、福建汀州会馆南馆 6 家会馆成为首批合

作项目。

“‘焕发会馆文化活力伙伴计划’的出台，

就是利用推广乡情文化联系，构建经济互动、

文化互动、社会互助的新型合作关系，共建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文化片区。”东城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赵海英说。

具体而言，“焕发会馆文化活力伙伴计

划”包括“会馆文化空间共建伙伴、会馆文化

传承伙伴、会馆文化服务伙伴、会馆文化创新

伙伴、会馆文化传播伙伴、会馆人才培育伙

伴”等六大伙伴计划 20 项举措。通过强化会

馆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连接，推动会馆有

形建筑与无形文化相结合，展现会馆文化魅

力与人文底蕴。

为此，北京东城区与广东韶关、湖北黄

冈、广东梅州、安徽池州、福建龙岩签订合作

意向书，共同打造会馆文化体验群落，为会馆

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相信有会馆原发地文化的注入，将推动

会馆所承载的商贾文化、饮食文化、梨园文化

等交织融合、创新转化，激发出会馆博采众

长、兼容并包的崭新气象。”东城区委书记孙

新军表示。

下一步，东城区将以首批 6 家签约会馆

为试点，坚持“一馆一策”原则，在空间打造、

市场运营等环节联动发力，打造市民身边的

文化圈、国潮圈、艺术圈。

地方共建，打造文化
体验群落

走进韶州会馆，东正房是韶州文化展厅，

常设“古虞名郡 风度韶关”主题展览，分 8
个单元展示韶关市人文历史、文化底蕴和发

展成果。北厢房是兰花书房，南厢房则是品

茗香房。“韶关有全国最大的国兰生产基地，

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茶罐子’，这样布

局，凸显了韶州会馆作为展示窗口的独特作

用。”现场布展负责人介绍。

韶州会馆始建于清同治七年，历史上曾

为韶州府旅京人士在京建立的同乡试馆，成

为见证两地往来交流的重要地标。如今，韶

州会馆着力打造韶州文化展厅、茶文化空间、

兰花书房等主题文化会客厅，向公众展现粤

北地区的多元文化。

“我们将致力于让福建汀州会馆成为龙

岩革命老区在京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

口，成为展示红色文化、客家文化等特色文化

的重要平台。”福建省龙岩市副市长陈荣水

表示。

“一座会馆记录着一段历史，展示着一

方文化。”湖北省黄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李初敏说。作为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交

汇之地，黄冈市将参与黄冈会馆、麻城会馆

两处会馆共建，打造展示黄冈市历史文化的

窗口。

未来，伴随着“焕发会馆文化活力的伙伴

计划”全面启动，东城区和会馆原发地将继续

深入挖掘展示会馆建筑及其蕴含的价值内

涵，让老会馆“活起来”“火起来”。

北京市东城区携手原发地，探索会馆活化利用

老会馆焕发文化活力
本报记者 贺 勇

北京会馆数量众多、类型
丰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
化。北京市东城区推出“焕发
会馆文化活力伙伴计划”，与
会馆原发地携手，打造会馆文
化体验群落。一座座百年会
馆，变身为综合性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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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为颜料会馆内，池州傩戏表演

现场。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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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记者王鹏、黄玥）第十八届、第

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23 日在京揭晓，《我和我的祖国》等 10
部影片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长津湖》等 10 部影

片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陈凯歌等凭借《我和我的祖国》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导

演奖，龚格尔等凭借《流浪地球》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编剧

奖。徐克等凭借《长津湖》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导演奖，张

冀凭借《夺冠》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编剧奖。

演员奖项方面，张译、任素汐凭借《我和我的祖国》分别收

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和优秀女演员奖。刘烨凭借

《守岛人》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张子枫凭借《我的

姐姐》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

《远去的牧歌》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

《片警宝音》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动

物出击》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一点就到

家》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守望相思树》获

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树上有个好地

方》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

近年来，优秀的青年电影人不断为电影行业注入新鲜血

液。《老师·好》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人生

大事》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

此外，《古田军号》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奖，

《远去的牧歌》获第十八届华表奖优秀电影摄影奖。《长津湖》

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奖，《刺杀小说家》获第十九

届华表奖优秀电影摄影奖。

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参评影片为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上映的国产优秀影片，包含

故事片、少儿题材影片、农村题材影片、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和

动画影片等多个类别，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成就的一次集

中展示。

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