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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热议

为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
主持人：

记者 龚正龙

嘉宾：

张妹芝：全国政协委
员、省文化厅厅长

刘莉沙：全国政协委
员、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
党支部书记

袁红梅：全国人大代
表、保定市莲池区东方家园
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加快发展文化事业”“补齐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些内容让

人感受到了更多的民生温暖。出席全国两

会的我省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要不断拓展

文化惠民内容、创新文化惠民方式，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增量提质，
持续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这一提法不仅咱

们省两会提到，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

提到了，足以说明其重要性。”张妹芝委员

说，当前实施文化惠民工程，需要持续发力

供给侧，推动公共文化产品增加总量、提升

质量。

创排了35部舞台艺术作品；成功举办了

第 16 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29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举

办群星奖获奖作品及优秀作品全国巡演……

初步统计，2017年，全省各级艺术表演团体演

出场次约10万场，观众达5800万人次以上。

尽管如此，总体供给量仍显不足。“我们

常年在基层演出，经常碰到许多老百姓赶十

几里路来听戏。为啥？因为基层演出太

少啦。”刘莉沙委员说，随着物质生活日

渐富裕，老百姓对文化生活所盼望的正是

“天天有演出，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常

年不断档”。

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通过精品创作带

动整体繁荣。“基层期盼活动多、演出多，但

并不是演啥老百姓都爱看。只有数量没有

质量，是谈不上满足老百姓需求的。”刘莉沙

委员建议，继续完善政策措施，健全精品创

作专家咨询机制、题材规划体系、精品扶持

奖励机制等制度体系，为文艺精品生产提供

行之有效的长效保障机制。

有了精品，还需有品牌。“品牌意味着号

召力，意味着认可度。比如省心连心艺术

团，常年扎根基层，全年能演出300多场，极

大地丰富了基层文化生活。”张妹芝委员建

议，对于目前涌现出的知名文化品牌，要继

续管理、经营好，继续做大做强，并及时归纳

总结经验做法，带动打造更多深受群众欢迎

的文化品牌。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加大扶持

力度，通过优惠政策、运用市场机制，让这些

文化品牌茁壮成长，吸引越来越多群众主动

热情参与。

均衡发展，
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的薄弱点在基层和农

村。我省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当前致力于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尚需在完善政策、健

全设施等基础环节继续发力，从而真正构建

起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

“完善政策机制，让基层文化体系建设

顺畅起来。”采访中，代表委员们指出，基层

工作头绪多、任务杂，目前乡镇综合文化站

作为基层公益性文化机构，工作业务由上级

文化部门负责，人员由乡镇政府管理，造成

管理职能不顺，乡镇文化站人员往往身兼数

职，难以专心抓文化工作。建议打破原有运

行机制，将乡镇文化机构的管理权限上移，

人财物统一归县级文化部门管理，建立起合

理的激励考核机制。

“要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张妹芝委员表示，我省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欠

账多，基层和农村文化场馆设施相对匮乏、

落后。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

要求，今年我省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中，将贫困地区乡镇综合文化站电子阅览

室建设纳入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在全

省建设70个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

档升级乡镇服务点。按照每个服务点 5 万

元的建设标准，统一配备公共文化一体机、

摄像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同时，继续开展

首批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工作，提升全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水平。

基层文化设施亟须提高利用率。袁红

梅代表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基层文化工作者

专业技能培训力度，建立一支留得住的基层

公共文化队伍，让基层文化设施有人管理、

文化活动有人指导开展；另一方面要广开思

路，提高设施利用率，比如和非遗展演进社

区等活动紧密结合，让文化设施常用常新，

让文化场馆活起来。

有效对接，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

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一提法，

令人们对文化生活充满升级之盼：在博

物馆，可欣赏珍贵的文物藏品，还能够听

讲 座 、学 民 俗 、体 验 DIY 手 工 制 作 的 乐

趣 ；走 进 图 书 馆 ，可 以 纵 览 古 今 中 外 名

著，更可以在文化讲堂、读书沙龙中分享

和学习……

“这不是梦想，关键是能否及时更新公

共文化服务观念，为群众提供更加人性化、

便捷化的服务。”袁红梅代表表示，文化产品

的供应方式要具有针对性。在一些偏远乡

村，流动文化大篷车、流动文化馆等方式是

可行的，但这样的方式未必适合城市社区。

在城市里应该充分利用博物馆、图书馆的便

利条件，结合互联网技术，采用更为先进和

多元的方式来开展文化服务，比如利用电子

阅览室开展读书竞赛、利用演播室开展传统

文化讲座等，甚至可以开展面向居民的“文

化服务问计”活动。“弄清楚群众到底需要什

么，然后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菜单式服

务把公共文化服务主动权交给群众，让群众

真正得实惠。 ”

让供需不再错配，还需创新机制。采访

中，代表委员们多次提到去年在省会推出的

“文化惠民卡”，认为这一举措极大地激活了

市场和创作。

“‘文化惠民卡’由财政补贴院团改为直

接补贴群众，老百姓有了充分的选择权，不

仅活跃了文化消费，还能引导文化机构按照

观众需求进行生产创作。”刘莉沙委员说，目

前在“文化惠民卡”的引导下，许多院团主动

和市场对接，比如广泛开展问卷调查，向受

众群体“取经”，甚至由他们来推荐好故事进

行改编创作……这些跟踪反馈机制建立起

市场和创作的互动，实现了供需对接，极具

针对性和前瞻性。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让公共文化

服务更‘接地气’，离不开社会力量参与。”张

妹芝委员介绍，社会力量具有灵活方便快捷

的特点，为了改进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式，

2017 年省市县三级安排的向社会力量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约1亿元。“今年我们还将

继续深入落实《关于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的实施意见》，确保下乡演出数量和

质量得到提升，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不断增强。”

三代表跨界说“非遗”传承与创新
“周代表，听说你这里有本《魅力河

北》的剪纸册子，我想学习借鉴一下。”3

月7日晚上，全国人大代表、衡水一壶斋

工艺品有限公司经理、技术总监张汝财

来到全国人大代表、张家口蔚县周淑英

剪纸艺术馆馆长周淑英的房间。

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周淑英代表

把一本红色封皮的册子递过去，张汝财

代表一边仔细翻阅一边发出感慨：“没

想到古莲池、白洋淀也能这么生动地呈

现到剪纸中。”“金戈铁马，大好河山，看

这大境门多有气势！”

说话间，全国人大代表、张家口市农

业科学院总农艺师赵治海也走进房间，看

着其中一幅幅构图饱满、色彩明快绚丽的

剪纸作品，两位代表不约而同提出了疑

问：“很多老手艺几乎成了记忆，蔚县‘窗

花’在你手里咋就能蒸蒸日上了呢？”

“非遗要‘活’起来，没有别的办法，

就得创新。”周淑英代表说，自己就从形

式、技法上推陈出新，题材上也不断与

时代融合，推出了带有河北元素等具有

时代感的作品。

“以后可以给我们剪点儿‘谷子’，

送给国外的朋友多有意义啊！”赵治海

代表认为，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结

合，根据不同需求设计各具特色的作

品，是条很好的创新之路。

张汝财代表对此深有体会，非遗在“秉

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确实应该开

发它的实用价值和市场活力。针对不同受

众非遗产品应提供更加丰富、更有内涵的

选择。“如今我们的内画产品也从鼻烟壶扩

大为人造水晶内画球、水杯、笔筒等。非遗

走进生活，才能让更多人享受其美。”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如何才能吸

引更多年轻人传承和发扬非遗？”聊天

中，赵治海代表又抛出了这样的问题。

“必须要重视新人培养。”近年来，

张汝财代表坚持开办培训班，努力把更

多年轻人培养成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

责任的传承人，他说，年轻人思想活跃、

创造力强，利于推动非遗的大众化、市

场化和时代化。

“家族继承是对非遗的责任担当，

而更广泛的推广发展才是对非遗真正

富有情怀。”周淑英代表对张汝财代表

的做法特别认同，“让有一定群众基础、

适合在校园传承的非遗项目走进课堂，

无疑会更利于老手艺的薪火相传。”

张妹芝委员

刘莉沙委员

袁红梅代表

赵治海代表（左）、周淑英代表（中）和张汝财
代表共议“非遗”传承与创新。 记者 刘岚/摄

记者 刘岚 杨佳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