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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则乡村兴。文化振兴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吉林是中国农业大省，乡村振兴
分外关键。如何加强乡风文明和农村
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发展
质量。凝聚广大文艺工作者力量，带
动群众参与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助
力乡风文明焕发新气象……今年以
来，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结合实
际，探索成立乡镇文联组织，扎根乡
村，服务群众，成为推动吉林乡村文
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乡村盛开文艺之花

“一呀更啊里呀，月牙出正东啊……”
一男一女两位二人转演员手拿扇子，
边唱边舞，一旁，拉二胡的、吹唢呐
的、弹电子琴的也十分投入。这里是
吉林省公主岭市毛城子镇梁山村村民
于洪海家，也是村里的文化大院，二
人转爱好者们常到这里嗨上一嗨。

“文化大院以二人转表演为主，秧
歌、舞蹈、书画、诗词等为辅。附近
村屯的文艺爱好者闲暇时常过来聚
聚，大家都想把大院的文化事业搞出
彩。”59 岁的于洪海是文化大院“院
长”，也是毛城子镇文联二人转协会的

骨干会员。
今年 4 月 15 日，作为吉林省首家

乡镇文联，毛城子镇文联正式挂牌成
立。毛城子镇虽然不大，却有着丰厚
的文化底蕴。目前，该镇文联下设二
人转、大秧歌、民俗、音乐、诗词、
书画摄影6个协会，共有会员1105人。

“文联成立后，当地老百姓自豪感
顿时增强了，跟其他乡镇的人聊天时
也常把文联挂在嘴边儿，这也是一种
文化自信吧。”毛城子镇文联名誉主
席、吉林省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王双
龙介绍。今年 7 月，在公主岭市第七
届“礼赞七月”经典诗文朗诵大赛
上，毛城子镇文联选派的选手获得全
市第一名。“对于我们这个偏远小镇来
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充分体现了
文联组织的力量”。王双龙说。

此后，一批乡镇文联如雨后春笋
般成立起来。和龙市、延吉市、敦化
市和通化县、磐石市、吉林市昌邑区
等还成为全省 12个乡镇文联全覆盖的
县 （市、区）。

和龙市是吉林省首个乡镇文联全
覆盖的县，以前乡村文化活动很单

调，人闲得无聊。“如今，文化阵地越
来越热，参加文艺活动的多了，人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了。”和龙市一位
基层干部感慨道。

截至目前，吉林省文联共指导成
立 137 个乡镇文联，这些乡镇文联组
织所属的各文艺协会凝聚起万余名文
艺骨干，他们好比一颗颗种子撒在吉
林乡村大地，破土、发芽、盛放。

打造“一乡一品”

吉林省历史悠久，对多民族的地
方文化有着很强的包容性，且地域特
色鲜明。广袤的吉林乡村大地上，深
藏着独特的东北文化基因。例如，中
部地区的二人转文化、东部地区的朝
鲜族满族文化、西部地区的草原文化
等。

然而长期以来，守着这样的文化
富矿，却解不了当地百姓文化需求之
渴。“过去部分村屯的村民沉迷于刷短
视频，精神生活比较单调。”毛城子镇
文联主席刘志说。“上接天气，下接地
气”，既能弘扬主旋律，又让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东北特色乡村文化才有生命
力和吸引力。要做好这件事，需要参
与者，更需要有合适的“领路人”和
组织者。建立乡村文化发展机制，突

出地方文化特色，真正实现“一乡一
品”，乡镇文联的诞生，恰逢其时。

吉林省文联通过深挖乡村文化底
蕴，精心打造了一批乡村文化品牌，
并对其进行差异化、个性化打造和模
板化管理。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长白镇
的朝鲜族文化极具特色，朝鲜族居民
占该镇人口1/3以上。当地文联组织在
镇域内活动的朝鲜族文艺协会、民间
艺术家协会、摄影协会等 10 余个组
织、500多名文艺工作者推广朝鲜族民
俗文化，编排出农乐舞、长鼓舞、顶
水舞等具有朝鲜族人文风情的歌舞类
节目，举办“农民文化周”活动等，
打造朝鲜族文化特色品牌。通化县快
大茂镇的“满族撕纸”、金斗朝鲜族满
族乡的“满族刺绣”等传统文化与民族
艺术融合的工艺品也推广开来。

目前，吉林省成立文联组织的乡
镇，按照“一乡一品、一镇一特色”
的要求找准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文化名
片，如农安县巴吉垒镇的“诗歌之
乡”、舒兰市溪河镇的“书法之乡”、
梨树县梨树镇的“二人转之乡”、前郭
县白依拉嘎乡的“马头琴之乡”、抚松

县抚松镇的“人参文化之乡”、东丰县
东丰镇的农民画、敦化市官地镇的草
编、和龙市各乡镇的金达莱文化艺术
节等，都成为当地的文化品牌。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乡镇文
联的建设实现了“拉起一支乡村文化
队伍，建立多个惠民文化平台”的
目标，将以前“零敲碎打”的文艺人
才、文化活动统筹起来，乡村文化建
设有了阵地，有了品牌，进而有了

“人气儿”，有了故事，具备了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

“文联+”为基层办实事

6 月 25 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 年 而 创 作 的 红 色 情 景 话 剧

《抗联印迹——血沃兴林》，在东北师
范大学通化县实验学校礼堂成功首
演。这是由吉林省戏剧家协会依据通
化县兴林镇河里根据地红色抗联史实
创作排演的，也是吉林省文联各文艺
家协会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帮助各乡
镇文联进行艺术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加强乡镇文联建设，是吉林省文
联“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务实之举。
今年年初，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启动

“百乡 （镇） 百歌”精品原创歌曲采风
创作展演活动，截至目前已为 20个乡
镇创作了“专属”歌曲，延边州文联
还为全州 15个行政村创作了属于自己
的村歌。这些乡村歌曲不仅激发了当
地群众热爱家乡、推介家乡的热情，
也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此
外，吉林省文联还在吉林电视台开设

《咱村文艺人》专栏，为乡镇制作专题
片，宣传乡村文化工作。目前已经为
公主岭市毛城子镇、吉林市昌邑区孤
店子镇、双辽市红旗街道等乡镇文联
制作节目5期。

乡村文化建设要获得持久的生命
力，不仅需要“输血”，更需要“造
血”。这就需要为乡村培养文化带头
人，真正调动基层文艺工作者的创作
积极性。为此，吉林省文联充分发挥
专业优势，为乡镇文艺人才提供“订
单式”培训，充分满足各类文艺人才
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培养大批乡土文化
人才，把农民变成主角，引导农村群众
自编自演、自娱自乐，激发农村文化活
力。目前，在已经建立文联的 100 多个
乡镇，342支乡村文艺队伍组建起来。

在敦化市官地镇文联创作基地、
“巧姐草编”工艺美协基地，书法、刀

画、根雕等本地村民作品琳琅满目。
据了解，敦化市文联是全国文艺扶贫
示范单位和全国文联系统新时代文明
实践试点单位，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启
动了“一村一文艺”品牌活动，将官
地镇滴答村等 24个村命名为文艺村并
加 挂 牌 匾 ， 由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站） 提供服务平台，市文联提供文艺
资源，开展群众“点单”、文联“送
餐”的文艺志愿服务和文化帮扶活动。

乡镇文联的乡村文化工作得到了
群众广泛认可，并获得当地企业支
持。在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属地企
业吉林嘉特润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
门为乡镇文联提供办公、创作和演出
场地，出资打造民俗文化馆，讲述乐
山古镇的文化故事；在孤店子镇大荒
地村，吉林市文联戏剧家协会秘书长
郭旺设立“旺旺剧场”，常年驻场演
出，丰富当地群众文化生活；在企业
帮扶下，孤店子镇承办了第二届中国·
吉林国际冰雪旅游产业博览会暨第二
十三届中国·吉林雾凇冰雪节、吉林市
首届农民丰收节等大型文化活动，还
通过开通网红直播间等形式不断创新
文艺作品推广方式。“成立乡镇文联符
合基层实际和群众需要，将在乡村振
兴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吉林市
昌邑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卢艳说。

吉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耀
辉表示，乡镇文联的成立在文联基层
组织建设、培养乡村文艺力量、活跃
乡村文化氛围、繁荣乡村文化文艺工
作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下
一步，吉林省文联将以成立乡镇文联
为抓手，实现“五个一批”目标，即
打造一批留得住的乡村文艺队伍；创
作一批叫得响的乡村文艺精品；推出
一批传得开的乡村文化名片；扶助一
批做得实的乡村产业项目；选树一批
学得来的乡村文明典型。

（本文配图由吉林省文联提供）

电影《长津湖》成功引爆了
今年的国庆电影市场，7天高达
43 亿元的票房成绩不仅刷新了
多项国产影片纪录，同时也收获
了良好口碑。《长津湖》 不仅呈
现出国产重工业大片的视效奇
观，更传递出英雄人物的家国情
怀，是电影技术与电影艺术的又
一次完美融合。

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发展是文
艺创作的趋势。在互联网技术支
持下，直播、短视频、网络剧、
网络文学、云端演唱会等给文艺
领域带来深刻变革；同时，主
播、网络写手、独立音乐人、独
立导演、街舞达人、脱口秀演员
等从业者开始崭露头角，借助网
络平台脱颖而出，成为新时代文
艺创作的新力量。可以说，以新
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组成的

“文艺两新”业已成为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的重要力量。

“文艺两新”的出现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也是文艺观念与时
俱进、文艺实践不断深入、文艺
队伍日益壮大的结果。在文艺发
展新格局中，他们既是文艺作品
的创作者，亦是文化市场的参与
者；既是文艺科技的创新者，亦
是新文艺形态的缔造者；他们来
自于人民，也理应成为人民的艺
术家。也因此，新时代的文艺舞
台赋予他们更高的使命。

我们看到，近年来少数新文
艺工作者在名利面前迷失自我，
不惜跨越道德底线，触碰法律边
界；一些新文艺组织在发展过程
中追求流量，低俗媚俗，不顾品
质，作品缺乏应有的格调与品位。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禁思考：在
技艺融合发展的趋势下，肩负繁
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使命的“文
艺两新”如何更好地健康成长？

首先，“文艺两新”要在艺
术创作中自觉提高审美品位。艺
术需要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
要脚踩坚实的大地。“两新”群
体本就与大众有着天然的联系，
更应发挥好贴近人民的创作优
势，用温暖人心的作品讲述光辉
时代的平凡故事。纵观近年来深
受观众喜爱的影视作品，无论是
描述波澜壮阔历史进程的《觉醒
年代》，还是讲述时代变革、讴
歌奋斗精神的 《大江大河》，抑
或是展现中国农村从脱贫攻坚到
全面振兴的 《山海情》，都是在
历史与现实的深切观照中实现了
自身的艺术追求。“两新”群体
要坚持现实性、历史性与导向
性，不断提高自身艺术修养与审
美品位，创作能够反映时代呼
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
神的高质量文艺作品。

其次，“文艺两新”要在艺
术创作中推动技术与艺术的创新
融合。“两新”群体应当努力打
破传统文艺创作模式的限制，成
为推动技术与艺术创新融合的探
索者。一是要突破传统思维局
限，培养跨界视野，尝试将文艺
创作与互联网时代中的新技术、

新方法结合起来，用更符合大众
审美和消费诉求的方式进行创
作。比如利用云技术使实时渲染
成为可能，提高影视内容的创作
效率；打造诸如云演唱会这样具
有清晰时代特征的新兴文艺形
态。二是要突破受众局限，利用
新业态、新模式构建更加多元的
受众群。三是要突破专业局限，
与不同学科背景的技术人才开展
深度合作，打造大文艺圈层概
念。在艺术教育领域，高校对于
新兴文艺人才的培养也要突出时
代特征，通过校际系际合作、联
合培养、产教融合等方式培养具
有创新思维的艺术人才，从而更
好地适应技艺融合的发展趋势。

在产业融合、科技创新的大
背景下，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实乃
大势所趋。文艺创作正在从专业
领域的小圈层向以“技术+”为
代表的大文艺圈转变。在这个过
程中，“文艺两新”作为中坚力
量，需要坚守、坚韧和坚定的工
作态度，在突破中立新，在传承
中创新，在思考中筑新，用更多
优秀作品推动祖国文艺事业繁荣
发展。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管理
学院院长，中国视协双新委员会
副主任、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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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动漫周近日在浙江
温州瑞安开幕。活动由中国音像
与数字出版协会动漫工作委员会
等指导，温州市委宣传部等主办。

开幕式上，全国首个“剧本
秀文化街区”战略合作发布，

“首届中国儿童文学动漫优秀作
品推介”活动和“首届小花朵全国
少儿创作大赛”宣布启动。儿童文
学动漫周期间举办了儿童文学价
值论坛、儿童艺术实践教育论坛
等研讨。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最新
力作、亲情主题儿童音乐剧《永远
永远爱你》在瑞安同期上演。

开幕式当天，“文学动漫，
儿童友好”主题展成为亮点，该
展以聚焦儿童友好型内容、注重
红色基因传承、关注东方美学原
创为策划思路，邀请了儿童文学
动漫领域知名企业 20 余家，展
出图书1000余册、动画50余部。

展区中，以 100幅优秀原创
动漫作品为内容的“献礼建党百
年，传承红色文化”优秀原创动
漫作品展引人注目。剧本秀文化
展示和体验，吸引了年轻人现场
推演。此外，屡获国内外大奖的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 数字影像
展也首次亮相温州。

文艺活动多了 文化阵地热了 乡村品牌响了

咱们乡里有文联咱们乡里有文联
——吉林探索乡镇文联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吉林探索乡镇文联建设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本报记者 尹 婕

10 月的苏州，细雨微风桂花香。
16日下午，“牡丹花开心向党——‘曲
唱百年 花开盛世’苏州评弹演唱会”
在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剧场举行，拉

开了第八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的帷
幕，为连日降雨的江南带来一片暖意。

“静悄悄，一艘南湖船；光闪闪，
诞生了共产党……共同富裕，幸福满
腔，美好生活在眼前方。”一曲“徐
调”弹词开篇 《党颂》 委婉舒缓，唱
出了评弹人爱党、颂党的心声。作为
第八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的开幕演
出，“牡丹花开心向党——‘曲唱百
年 花开盛世’苏州评弹演唱会”汇集
了弹词选回 《三个侍卫官·大闹大世
界》、弹词开篇 《我的名字解放军》、
弹词选回 《手拉手·家访》、弹词开篇

《不怕难》、短篇弹词 《英雄机长》 等
节目，既有经典书目，也有现实题材
新作；表演者既有中国曲艺牡丹奖获
得者，也有青年演员，体现了当下评
弹艺术的生机与活力。

“太精彩了！”专程从南京赶来的

评弹爱好者韩先生说。48 岁的韩先生
是一名中学历史老师，喜欢评弹 10年
了。趁着周末，他还购买了后续 3 场
演出的门票，要好好过把瘾。

据悉，本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
由中国曲艺家协会、江苏省文联主
办。为期 9 天的艺术节汇集了全国 14
家苏州评弹演出团体，共推出 19台演
出 （含2台评话专场），涵盖13部新创
中篇书目、40 余部中长篇书目选回和
新编短篇以及 8 部优秀长篇传承书目
选回。

10 月 16 日晚，中篇评弹 《钱学
森》 在苏州戏曲传承中心剧场上演。
这部由江苏省演艺集团评弹团创演的
作品，用吴侬软语将钱学森“初心为
国、科学报国”的爱国精神娓娓道
来。此外，本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
还推出了中篇弹词 《红色摇篮》 和

《战·无硝烟》、短篇弹词 《江姐上山》
等书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用苏州评弹独有的艺术形式唱
响红色故事。

“本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第一大
特点就是突出红色主题。各大院团今
年除了保留传统经典书目以外，更大
的精力是放在现实题材创作上。”本届

艺术节评议专家、中国曲协理事孙惕
说，展演书目中有反映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故事，也有对

“中国好人”“时代楷模”的呈现。
此外，本次展演中也有很多根据

时代审美、观赏需求重新排演的经典
书目，比如长篇弹词选回《白蛇传·断
桥》《珍珠塔·婆媳相会》等。“我们评
弹界有句老话叫‘常说常新’。这里的

‘新’一方面涵盖新创、原创书目，另
一方面也指老书新说。”孙惕表示，评
弹虽然是一门传统艺术，但在思想、
内容、艺术、形式上都会跟随时代不
断发展更新。

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是用
苏州方言进行说唱、表演的地方曲
种，距今已有 400 余年历史，在江浙
沪地区颇受欢迎。2006 年，苏州评弹
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
增项目名录。

据悉，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是全
国范围内规模最大、艺术水准最高、
参与面最广的评弹艺术活动，从 2000
年开始每 3 年固定在苏州举办一次。
艺术节体现了社会各界对苏州评弹艺
术抢救、保护、扶持和研究的成果，展现
了苏州评弹历久弥新的艺术生命力。

曲唱百年 吴韵流芳
——第八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侧记

本报记者 赖 睿

中国儿童文学动漫周在温州举行

“牡丹花开心向党——‘曲唱
百年 花开盛世’苏州评弹演唱
会”上的弹词选回 《三个侍卫官·
大闹大世界》。 主办方供图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10
月 21 日，由中国作协社会联络
部主办、山西省作协承办的中国
作家“山西文学周”在太原拉开
帷幕。

本次文学周为期 5 天，以
“启航新征程”为主题，设太
原、吕梁、长治3个会场，为基
层群众带来一系列多彩的文学活
动。作家杨克、刘醒龙、任林
举、王华、薛涛、付秀莹、何常
在等与山西作家、文学工作者一
道，围绕“发扬现实主义文学优
良传统，谱写新时代文学灿烂篇
章”进行座谈交流，走进图书馆
与读者交流互动，分赴太原市五
一路小学、山西大学、太钢集
团、山西图书大厦及北河湾社区

等地为青少年学生、基层作家、
读者和文学爱好者讲授文学公开
课并赠送个人作品；在吕梁市汾
阳市贾家庄、长治市长子县，

“乡村振兴·文学在场”中国作家
“文学公开课”专场活动、“育才
图书室”捐赠仪式成功举办，两地
基层中小学校获赠 7 万册图书。
文学周期间还举行了第四届“中
骏杯”《小说选刊》奖颁奖典礼。

中国作协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国作家文学周”是中国作协
公共文学领域的重要品牌，是文
学服务群众的重要活动，目前已
举办4次。活动将文学的力量和
价值传播得更远更深，对推动文
学普及、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
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作家“山西文学周”举办

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文联成立大会上，省、市文联领导为全镇12个村
文艺志愿服务团授旗。

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农民丰
收节暨水稻收割大赛”文艺表演。

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农民丰
收节暨水稻收割大赛”文艺表演。

吉林省文联戏剧家协会为通化县兴林镇创排的红色情景话剧《血沃兴林》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