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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的石丽平是松桃苗绣的代表性传
承人，2016年，她参加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
划的学习后，以自己创办的企业为主体，培养了近1万多
名绣娘，带动28个乡镇3800名妇女就业。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七秀
坊”，2020 年 7 月份开设网络店铺，到 9 月份仅 2 个月时
间，网店销售额达到 1380 万元。目前，该工坊已累计培
训绣娘 800余名，带动 500人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32人。

“在推动非遗助力精准扶贫中，我们主要采取了推动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建设、培养带头人、推进产品销售、
加强宣传推广等四个方面的举措。”2020年底，在国务院
新闻办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就如何发挥文
旅优势，推动贫困地区文旅发展，有效激发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做了介绍，引发关注。

非遗助扶贫

贫困地区往往是传统手工艺等非遗项目的富集区。在
文旅部公示的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项目
名单中，有将近100个项目来自贫困县。据文旅部非遗司
一级巡视员王晨阳介绍，近年来，文旅部坚持因地制宜的
原则，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区发展，选取从业人员较多、适
宜带动就业、有市场潜力的非遗项目，充分发动地方政府
部门、企业、院校、设计师等各方力量，共同推进设立非
遗扶贫就业工坊。

目前，国家级贫困县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近 1000
家，为当地脱贫攻坚贡献了力量。如西藏自治区尼木县
设立了 10 个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为 152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提供就业岗位，受益群众达560多人，人均月收入3000
多元。

非遗扶贫，带头人很重要。为了“培训一个、带动一
片”，文旅部启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加大对非遗扶贫带头人的培训，以点带面，充分调动贫困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批带贫成效明显的非

遗扶贫带头人涌现出来，比如贵州松桃苗绣传承人石丽
平，在参加研培计划的学习以后，带动了 28 个乡镇 3800
名妇女就业，由于带贫效果突出，她荣获了全国脱贫攻坚
奖奉献奖。

打通非遗助力精准扶贫的关键节点，还需要拓展非遗
扶贫产品的销售渠道。文旅部积极利用中国非遗博览会、
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等重要展会平台，设
立非遗扶贫专区，支持各地利用传统节日、节庆活动在A
级景区、历史文化街区等开展线下销售活动，支持各大电
商平台举办非遗购物节，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多措并
举帮助非遗工坊和相关企业拓展销售渠道，让非遗扶贫产
品销得出去，让贫困群众切实从非遗扶贫中获益。

2020年6月，文旅部会同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共同
支持多家电商平台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购物节当天，平
台非遗产品下单数超过 300 万笔，销售非遗产品超过 800
万件，成交金额近4亿元。

文艺助扶志

文化艺术在扶志扶智方面有着独特作用。这几年，文
旅部非常注重鼓励各级艺术院团还有文艺单位，开展脱贫
攻坚主题创作，特别是围绕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人
物、典型经验、突出事迹，统筹推进扶贫题材创作。

这几年，舞台上涌现出了一些好作品，如民族歌剧
《扶贫路上》《马向阳下乡记》、秦腔《家园》、彩调剧《新
刘三姐》、吕剧 《一号村台》、黄梅戏 《鸭儿嫂》、歌舞剧

《大地颂歌》 等。各地还因地制宜创作了一些接地气的小
戏小品，像邵阳的花鼓小戏 《蜜桔红了》、柳子戏 《村长
就是一根筋》、小品《网红村长》等，都是讲述扶贫故事。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由中宣部、文旅部、中国文
联、国务院扶贫办共同主办的全国脱贫攻坚题材优秀舞
台艺术剧目展演，集中展演了 67 部舞台作品，涵盖了戏
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会等多种舞台艺术形式，
超过 10 万人次的观众亲临现场观看，线上观看人数突破
了 1亿人次。

“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一线采风，从不同侧面、不同
角度讲述扶贫故事，充分发挥艺术作品鼓舞人、感染人的
独特作用，用艺术形式展现脱贫攻坚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
精神风貌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榜样的力量鼓舞贫
困群众的信心和斗志，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文旅部副部长李群表示。

文旅添活力

有一些贫困地区自然风光优美、生态环境良好、文化
和旅游资源特色鲜明，具备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潜在优
势。近年来，文旅部立足资源优势，有效推动贫困地区文
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据文旅部财务司负责人周宇介绍，在长寿之乡广西巴
马，文旅部支持当地利用生态优势，发展康养旅游和其他
生态型产业，目前当地康养旅游已经初具规模；与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联合打造“巴马论
坛”，作为中国东盟论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巴马
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利用新媒体平台，以“直播+文化扶
贫”“直播+特色文旅”等模式，推动消费扶贫、旅游扶
贫。在内蒙古阿尔山，文旅部利用新媒体策划“阿尔山
Dou是好风光”话题挑战赛，在抖音上播放量超 2.2亿人
次，当地人所说的“放下锯子当导游，致富路上不用
愁”，就是通过文旅助力脱贫攻坚的真实写照。

“十三五”时期，文旅部还会同国家发改委实施文化
旅游提升工程，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284亿元，支持
新闻出版广电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项目210个，国家文化
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设施项目848个，旅游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项目 1191 个，在切实保障贫困地区群众基本
公共文化权益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文化和旅游惠民、富
民的作用；印发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
案》，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 26.8亿元，支持红色旅游
景区建设，遴选 60 个全国红色旅游典型案例，通过政府
的平台和社会媒介，集中予以宣传推介，推动红色文化

“魅力”转化为乡村发展“活力”。

本报电 （文纳） 2020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21 年 1 月 1 日，上海昆剧团携连台
戏 《临川四梦》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
演，开启了其北京、天津、山东、安
徽、浙江、陕西6省市37天的“致敬经
典”新春巡演。同时，也拉开了上海昆
剧团迎接建党百年、庆祝昆曲进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和昆曲传习所创办
100周年纪念演出的帷幕。

《临川四梦》 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
的代表作，包括 《紫钗记》《邯郸记》

《南柯梦记》和 《牡丹亭》。四部剧作面
世至今，《牡丹亭》 保留了较多经典折
子戏，《紫钗记》《邯郸记》《南柯梦
记》 传承下来的折子戏较少。上海昆剧
团历年来致力于 《临川四梦》 的文本整

编及舞台排演，2016 年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之际，上海昆剧团以逾 10 年积累、
集合五班三代人才的力量，将 《临川四
梦》 完整搬上舞台，引起观演热潮，连
续创造戏曲演出票房纪录。

此次北京演出期间，在面临寒潮、疫
情防控的多重考验下，上海昆剧团严格
执行疫情防控要求，御寒防疫两手抓。
据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
团长谷好好介绍，这次演出涉及的服装
道具量非常大，有 800 多套服装盔帽，
仅《邯郸记》使用服装就近200套，《南
柯梦记》 100 多套；而受南北方气温、
湿度等因素的影响，乐器维护和演出调
音、试音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为了保证
演出质量，全团人员齐心协力，将传统
戏曲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现场观众。

文化发展铺就致富路
本报记者 郑 娜

本报电 （记者郑娜） 近日，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学
术提名活动，在京发布了包含张
庚戏曲学术提名、杨荫浏音乐学术
提名、王朝闻美术学论文提名、冯
其庸红学论著学术提名共计 28 项
学术提名。70 余位提名获得者代
表和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仪式。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学科
多个领域具备深厚的研究基础，
以张庚、杨荫浏、王朝闻、冯其
庸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不仅以
学术智慧启发后人，更以他们心
系民族文化、默默耕耘的人格力
量感召来者。此次学术提名旨在
继承发扬学术先贤的治学传统和
文化精神，引导学术风向。学术
提名活动遵循公正、公平和公开
的原则，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
的 《戏曲研究》《中国音乐学》

《美术观察》《红楼梦学刊》4家学
术期刊及相关研究所组织实施，
邀请戏曲、音乐、美术、红学领
域知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经
过多轮评选，确定提名名单。

“张庚戏曲学术提名”推选出
理论著作1部，创作实践7项。“杨荫浏音乐学术提名”选出
4部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理论创见和突出成
就的学术专著。“王朝闻美术学论文提名”在国内外近400
份投稿中评选出10篇论文。获得“冯其庸红学论著学术提
名”的6部论著呈现了当代红学异彩纷呈的研究风貌，也
使红学加入到中华优秀文化的系统阐释和体系建构中。

本次学术提名既有理论著作，也有创作实践；既有
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才，体现
了开放、包容的态度。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周汉
萍表示，提名既是对已有成果的阶段性评价和总结，也
是理论研究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新起点，希望获得提名
的艺术家、学者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和攀登理论高峰的
勇气，及时总结分析和提升当代最新艺术实践成果，树
立文艺创作的标杆。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韩
子勇表示，希望以此次提名为平台，广聚全社会具有共
同信念和追求的学术力量，助力建设学术共同体。通过
学术的交流互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发挥积极作用。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纪委监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度挖掘莆仙传统文化与廉政教育
资源，打造“梅洋清风”孝廉文化品牌，为净化政治生
态提供良好的文化支撑。图为该区纪委监委出品的廉政
历史剧《御史江春霖》（莆仙戏曲） 日前在莆仙大剧院首
次演出。 林 慧摄

本报电 （钟悦） 如果用
一 个 词 来 形 容 已 经 过 去 的
2020 年，相信很多人的脑海
里首先会想到“英雄”。赞

美英雄、致敬英雄以及号召更多的人追随英雄、成
为英雄，恰逢其时，意义非凡。2021 年 1 月 2 日，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央视创造传媒联
合制作的文化音乐节目 《经典咏流传》 迎来第四季
首播。新一季节目围绕“献礼建党百年，唱响英雄
之歌”这一主题，将华夏文明中具有民族精神和英
雄情怀的岁月经典“和诗以歌”，陪伴观众沿着诗词
的灿烂长河，重走英雄的淬炼之路，追寻他们伟大
的足迹。

已播出的两期节目呈现了 10 首诗词的旋律新
编，从 《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英雄呼唤

英雄、《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
英雄气概，到李大钊百余年前创作的唤醒无数青年志
士之作《青春》、陈辉烈士于战火硝烟中写下的《为祖
国而歌》，再到《春日偶成》展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少年心、《蝶恋花·答李淑一》追忆革命伉俪的血色
浪漫……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英雄是民族闪亮的
坐标，二者共同映照出我们精神的原乡，交融激荡出
深情的礼赞。

2021 年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围绕“为
时代画像，向英雄致敬”这一立意，节目进行了全方
位的升级与创新。除了一以贯之的音乐高水准外，本
季 《经典咏流传》 进一步强化了对经典的故事解读和
意义延伸，流程上增设“康震解读诗词”环节，同时
由主持人撒贝宁与康震、廖昌永共同担任访谈嘉宾，
与经典传唱人和故事讲述者一起深入交流、分享感

受。为提升“沉浸”感受经典的氛围，节目还引入了
一系列珍贵的影像资料、老照片、老物件，例如杨开
慧藏在墙缝里52年的家书、抗战诗人陈辉《为祖国而
歌》 的手稿、105 年前的 《新青年》 杂志等，希望用
历史物证的真实力量唤醒记忆、震撼人心，让“经典
之声”不仅仅局限于诗词的韵律和美感，而是更具历
史温度、文化内涵以及新时代的崭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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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诗词长河 高唱英雄赞歌

由于文化的特殊属性，在扶贫工作
中，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文化扶贫就是
搭台唱戏，形式上光鲜夺目，内容上浮光
掠影，不痛不痒无关紧要。事实并非如
此。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物质贫困往往
伴随着精神贫困、文化贫困的发生。要解
决物质贫困问题，“志”“智”二字是关键。

从这几年的文化扶贫工作来看，一是
注重文化资源的释放，一是注重文化生态
的改良，靶心精准。文化覆盖面很广，包
含建筑、服饰、手工艺品、歌舞、仪式、
民俗等可开发的资源，尤其是在一些少数
民族贫困地区，这些资源一旦得以释放，
能量无限，关键问题是如何释放。注入资
金、输入项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帮助
他们提高文化资源开发的意识和能力，打
好脱贫致富的“文化牌”。

扶贫路上，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既
可以成为转变思路的突破口、另谋发展的
加油站，又可以起到振奋精神、凝聚力量
的作用。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
世界，首推文艺。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
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好的扶贫
题材文艺作品绝对不是简单的搭台唱戏，
它会在精神上给人以启迪和滋养。精神富
足，整体文化生态的改良，更有助于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扶志”以自强，“扶智”
以自立，脱贫的内生动力才会奔腾而来，
文化复兴的全面小康才会如约而至。

①：贵州丹寨蓝锦染艺非遗
扶贫工坊 人民图片
②：新疆鄯善树柏沟村运用
彩绘农民画发展旅游

新华社记者 王菲摄
③：福建三明革命老区岭下
村立足红色文化带动旅游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④：扶贫题材黄梅戏《鸭儿
嫂》 网络图片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传唱人屠洪刚演绎《大风歌》 出品方供图

◎短评

打好“文化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