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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职关切、用功最多的方面主要
是基层群众的生活环境、养老、医疗卫生
等。去年，我提出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养老
模式发展、加强视障群体文化建设的建
议。在国家的重视下，我提议的盲人图书
馆项目已经落地建成。

2016 年以来，景德镇大力开展城市
“美化、亮化、净化”工作，城市的形象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畅了，绿
地多了，环境美了。我所在的梨树园社
区，一些居民还存在不讲卫生、乱丢垃
圾、乱摆乱设现象。我带领社区居民先后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明素质养成教育活
动 ， 持 续 做 好 环 境 “ 美 化 、 亮 化 、 净
化”。现在，社区比以前整洁了，居民心情
舒畅多了。

两年前，我牵头组成的“余梅工作

室”，千方百计助人解难。去年，我多方筹
措资金，建成了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的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梨树园社区 400
多位老年居民提供温馨养老服务。我利用

“余梅工作室”的社会影响，担起更多社会
责任。面对基层法院长期面临案多人少的
尴尬局面，去年，我的工作室入驻景德镇
市珠山区法院，实现了全区开展多元化解
决社会矛盾纠纷工作的又一创新。为了让
更多群众免于诉讼之累，又能解决好利益
诉求，同时节约司法资源，我利用全国人
大代表的公信力和多年在社区工作的经验
优势，积极协助法院开展诉讼外调解工
作。这一做法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
评价。

“有难事，找余梅”成了老百姓的口头
禅，“余梅工作室”成为了帮难解困的代名

词。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还有很多的
工作要做！

“小巷讲堂”是景德镇市基层宣讲工作
响当当的品牌。我作为讲堂“一号宣讲
员”，2016年以来，每月都要进行两次以上
不同主题的宣讲。“法官进社区”、“荷塘精
神学习”、“三严三实大家谈”……每次宣
讲主题都成了社区居民们津津乐道的话
题。一年来，围绕着政治理论、政策法
规、道德风尚等主题，我们开展宣讲活动
30余场次，现场听众多达2000余人次。

针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老年人面
临的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今年，我提
出建议，要格外重视中老年领域网络环境
安全，为他们营造一个健康平安的互联网
空间。

（本报记者 尹晓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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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吴为山：

经典要走出库房
本报记者 郑海鸥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
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看
来，不仅艺术创作要传承经典，而且了解
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也必须着力
于经典。他说：“就美术而言，大量的经典
贮存在美术馆、博物馆的库房里。要发挥
经典的作用，首先要梳理，其次要活化。”

随着近年全国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到
2016年底全国各级各类国有美术馆已达约
500 家，民营与私立美术馆也与日俱增。
到去年底，全国美术馆藏总数 50 余万件，
藏品总数更是数以百万计。吴为山说，首先
应该让那些“养在深闺人未识”和藏在“冷
库”里的艺术品重见天日，通过对这些经典
作品的研究分类、策划展示，激发当代艺术
家的灵感与创造，让优秀传统因子融入艺术
创作的血液中；其次，各美术馆、博物馆之间
应加强交流，互通有无，整合资源，完整体现
艺术的力量；再次，应实行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到有条件的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
地区、边疆地区举办巡展，让更多的中国人
有机会欣赏这些艺术经典。

“还要让经典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
事。”吴为山发现近年来国外真正反映中华
民族美的历程和精神发展史、反映当代人
生活主流的作品还比较少，以至于在一些
国家出现了“被误读的中国”。“随着中国

的崛起，国际社会也日益希望了解一个真
正的中国。所以系统全面地展示中国美术
经典十分重要。”他说。

2016年，中国美术馆在墨西哥以中国
写意为主题展示了馆藏的现代大家和当代
优秀美术家的经典作品，140 名墨西哥志
愿者自愿接受专家培训，用西班牙语向世
界介绍中国艺术。“过去了解的是上世纪
80年代的中国，今天通过展览看到了中国
社会前进的步伐，看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
中国，因为这里有传统，也有现代”，墨西
哥方面这句评论让吴为山记忆深刻。

委员苏士澍：

从战略高度认识汉字
本报记者 潘旭涛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 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让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高兴。

“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标志，是
中华文明之魂，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的文化基因。”苏士澍说。但是，近年来，
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人们对汉字书写
的依赖度急剧下降，很多人提笔忘字或是
常写错字，汉字书写正面临挑战。

2016年，苏士澍联合其他全国政协委
员先后到福建、广东、海南、四川、上海
等 20个省份的 60多个地、市、县的近 100
所中小学就汉字书写教育——“书法进课
堂”实施情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中

小学汉字书写教育历经多年发展后，在不
断加强的同时，依然存在书法教育资源分
布不均衡、书法教师短缺、开课率不足等
瓶颈和困难。

当然，苏士澍在调研中也发现，不少
地方已经充分认识到书法教育的价值，比如
山东潍坊、江苏镇江等地的一些学校，每天
安排学生花10到15分钟时间练习书法。“科
学研究表明，写毛笔字这种立体书写的形
式，能够让人精神集中。”苏士澍说。

在苏士澍看来，学好汉字、写好汉字
是关系文化自信、文化传承、民族凝聚力甚
至国家文化安全的大事，国家应从战略角度
去认识写好汉字的重要性，营造“写好中国
字 做好中国人”的社会氛围。

近年来，苏士澍一直倡议设立“全国
汉字书写日”，并倡导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多
用汉语，多动笔写字，在一横一竖、一撇
一捺中体验汉字之美，在纸正笔正、身正
心正中升华优秀品质，用优美汉字书写我
们的复兴梦想，用高尚品质照亮我们的美
好人生。现在，每年春节前，各地书法家
协会都会组织“送万福进万家”公益活
动，目前已累计向几百万人送出了春联。

委员史大卓：

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
本报记者 魏哲哲

在全国政协委员史大卓看来，中医药
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发展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要想将

中医发扬光大，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传统文
化基础。如果连古文都看不懂，怎么能够
继承中医呢？所以说继承传统文化对中医
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另一方面，传承与发展是相辅相
成的。“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发展的，不发展
的科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传统
医学都要既注重传承的方面，也注重发展
和进步。”他认为，现代人所患的疾病类
型、疾病种类和古人绝对是不一样的，再
者现在科技发展的水平和古代也是不一样
的，因此传统文化、传统医学也要注重结
合时代的发展。“现在的中医也应该借用现
代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发展，创新自己的
技术和学识。”

史大卓认为，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
尔奖，这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
学发展的成果才取得的。传统文化的精华
为我所用，才能发展创新。继承和发展虽
然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但二者相辅相成，
没有继承就不能继续发展，没有发展就不
能很好地继承。

任何一个时代的认识、文化和技术，
都有先进科学、积极向上的部分，但也绝
对不是完美的。“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
所有内容都适合现在的国情，但是吸取古
代文化的精华，为今所用，这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责任。”他说。

在史大卓看来，由于每个人所处的位
置不同，看问题的时候认识也会不同，大
家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有所差异也
是正常的。“滚滚的历史长河，浩瀚的中国
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盲人
摸象’，但是你摸得地方越多，你得到的道
理才能越准确。要尽可能多地缩小文化的
嫌隙，看清每个历史阶段相对全面的概
貌，这样才能更好地‘古为今用’。”他说。

委员杨赤：

戏曲传承政策要落实
本报记者 郑海鸥

“中央对于中国民间戏曲的政策是明确
的、具体的，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优秀传
统民族文化和戏曲艺术的重视。方向有了，
政策有了，要搞好民族戏曲的传承，没有落

实也是不行的。”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大
连京剧院院长杨赤仍有顾虑，他说：“我们不
仅要口头重视，还要拿出实际行动。”

杨赤建议，把戏曲的传承发展列入各地
政府工作规划中。“落实戏曲传承的政策必
须制度化、法制化，而不是唱唱高调就算落
实了，也不能做样子，以文件落实文件。各
地各级政府要将这项工作列入年度工作的
日程中，作为一项重要的年度工作任务。”

除了政策、资金扶持，让戏曲艺术从
业者有职业尊严和职业荣誉感也是包括杨
赤在内的戏曲工作者的共同关切。

“戏曲艺术是‘高台教化’工程，单纯依靠
演出很难生存。”杨赤说，不能让从业者“求爷
爷告奶奶”四处讨钱，“要鼓励院团多渠道依
法依规开展多种经营，对具体的戏曲振兴项
目，地方政府应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

杨赤介绍，自己的几个徒弟都是青年
戏曲演员的佼佼者，然而30岁出头还租住
在集体宿舍，更别谈成家，“这些人都是以
后中国戏曲传承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连
基本的生活尊严都没有，那中国戏曲以后
怎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杨赤
建议，“演职员的工资等收入也应该有有力
的支持。应该保证传统戏曲从业人员过上
有尊严的生活，使他们对从事这项事业有
一种荣誉感和崇高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
们全身心从事艺术生产。”

政策靠落实，落实靠督查。实施得怎
么样、完成得怎么样，效果如何，必须建
立科学权威的评审机制。“否则，政策再
好，也是白搭。相信，只要各级政府拿出
计划、拿出办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不
会是一句空话。”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和有关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强调广大文艺工

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

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两会热议的话题。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心声。

老树春深更著花

发 言

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从拍照、录音，到录像和发稿……手机成为中外记者采访利器。本报记者 雷 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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