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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陈化勤的面塑艺术展示馆、刘金亭
的陶印艺术馆、韩异华的辽绣艺术馆
⋯⋯，这样的草根创意文化艺术馆在皇
姑区就有 8 个。它们各具特色，却有一
个共同点，都发芽生长在社区里，得到
了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这些
星星点点的创意文化馆，不仅成为居民
身边免费的参观学习平台，还大多成为
再就业培训基地，艺术在这里转化成了
技术。

“别看我们的‘798’个头小，分布
散，但特别贴近群众。”皇姑区委副书记
张昕光觉得，这正是皇姑区创意文化产
业的特色。皇姑区是沈阳市的文化强
区，大中院校、文化团体密集。皇姑区

结合区情，从社区小切口激活文化消费
市场，由点及面地塑造艺术惠民工程品
牌。他们将民间文化技艺的发展、传
播、展示与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及彰显文
化产业孵化功能相融合，发掘文化人
才，以文化能人带动区域文化特色，开
设展示馆作为与群众零距离交流的基
地，展示优秀作品，传播精湛技艺，并
进一步形成产业互动，培育社区里弄的
文化共享与产业发展融合的链条。

让文化消费需求成为皇姑区文化产
业发展的引擎，让分散的文化创意汇集
到有序的市场平台，皇姑区着力促进创
意文化资源优势形成产业厚势。该区的
黄金地段舍利塔公园谢绝了房地产项

目，专门辟为创意文化产业聚集区，重
点摆放舍利塔动漫产业园项目，建设了
集展示、交易、拍卖为一体的美术品市
场。位于大御路文化博览中心的集美艺
术馆，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拥有宽阔
空间和自动展板、自动灯光等硬件设
施，为纯民间性质，将皇姑区的草根艺
术集于一堂。该馆注重于对艺术品市场
的培养和发展，向平民艺术家提供作品
展览、保管、交易的平台。不约而同，
大道文化产业公司、瑞安集团等也在打
造公益性的百姓艺术馆。

草根创意，在沈阳皇姑区悄然做大
了，它为“硬邦邦”的老工业基地增添了诸
多或温婉或深沉或绚丽的色彩。

春风吹得花草香
—— 辽 宁 沈 阳 社 区 文 化 创 意 精 彩 纷 呈

本报记者 孙潜彤

于平是记者在沈阳皇姑区采访的第
一个民间艺人，新汉城社区的邻居们更
愿意叫他“泥人于”。于平一开口，三句
话不离泥人，“你看架子上摆的泥塑，卖
糖葫芦的老汉，你似乎能听到他的吆喝
声；牙齿落光抿嘴乐的老太，你会被她
的情绪感染⋯⋯”。于平的作品就是带着
这样的泥土味和菜根香，难怪很多人看
了就挪不动步，非得抱走一件不成。于
平的作品还被纳入了政府采购，供不应
求。这已经成为他最甜蜜的“苦恼”，于
平说，“艺术创作是一种慢功夫，不能求
快产出，不能光想着卖钱。”

而几年前，于平的苦恼还在于生计。
下岗靠啥就业？急难之际，社区伸出援

手。“他有泥塑的好本事，还愁找不到饭
吃？”社区党委书记李金英回忆说，“社区
专门腾出 30 平方米的办公室，无偿给于
平当工作室，皇姑区委宣传部掏钱给装修
装饰。”就这样，于平泥塑彩陶艺术馆开张
了，藏在身上几十年的绝活派上了用场。
不但作品热销，于平还免费为社区群众手
把手地上泥塑艺术课。这下工作室热闹
了，社区里停满了大车小车，慕名而来的、
采购洽谈的人踏破门槛。

见到冯元平的时候，他正在给一对
新婚夫妇制作婚像剪纸。冯元平多次荣
获国家级剪纸艺术大奖，作品曾赴欧洲
巡展，还被选为国礼，按说也算名声在
外了，可他对社区邻居是有求必应，为

啥呢？“因为社区对咱有恩，我的剪纸艺
术展示馆建筑面积 100 多平方米，占的
是社区的地儿，不用花一分钱。”冯元平
说，“街坊们这么喜欢我的剪纸，社区又
给了这么大的支持，我得使出浑身解数
回报社会啊！”现在，冯元平开办的剪纸
艺术大讲堂已经坚持几十期了，听课人
次逾千。他还被辽宁省总工会聘为社会
就业大课堂的老师，并在空中艺坛的电
波里传递平民艺术的正能量。

渭河社区书画指导老师景乃林这样
形容自己的快乐，“咱们也很优秀,有梦
想也有追求。我们简单平实，我们热爱
生活,快乐并有滋有味地活着，用我们的
草根艺术表达我们最真挚的情感。”

一枚枚陶艺印章，被德国艺术馆收藏，每件作品折合人民币5万元；一幅幅装帧精美的剪纸，代表“亲情中

华”赴欧洲展览，还被选为国礼。在沈阳市有这样一群“艺术草根族”，他们的文化创意种子发芽在社区里弄，作

品却走进文博会、走出国门，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798”生长在社区

小人物“整”出大动静小人物“整”出大动静

从文化公益中来，回到文化公益中

去。沈阳皇姑区秉承惠民宗旨，扶持民

间创意文化，扎根社区接地气，得到了

市民的热赞。

草根创意，本是在民间产生的大众

文化现象，为群众所创造、传承，为群

众所喜爱、享受。其生命力之所以顽

强，皆因秉承公益共享的精神，以贴近

群众喜好为基础，以政府支持为杠杆，

从而使开放、交流、分享成为每个民间

艺人的自觉行为。

让我们俯身听听来自群众的声音，

他们是多么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又是多么不忍失去身怀绝技的“草根”

艺术家！我们看到，许多非常有特色的

民间艺术日趋式微，对这些民间艺术起

着传承作用的“平民艺术家”生存状况

不容乐观，不少艺人后继无人，不少绝

技渐成绝响。无论是从继承传统文化的

角度看，还是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

的角度看，重视和扶持“草根文化”都

是不断改善和丰富城乡基层群众文化生

活的迫切需要，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软实力，发展硬功夫。需要我

们进一步协调发展的步伐，放下功利

心，增强为“草根文化”浇水、培土的

意识，用“厚爱一层”的目光对“草根

文化”倾注感情，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

策支持，并引导社会各界为其生存发展

改善条件，创造环境，促进“草根文

化”健康蓬勃发展。说到底，壮大“草

根文化”有助于文化惠民。

文化接地气 创意开繁花
孙潜彤

蔚县剪纸名家周淑英现场剪染，展示小
刻刀上的“鬼斧神工”，藁城糖人吹塑大师马
青旺一气呵成的“大蝈蝈”活灵活现⋯⋯。
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部门主办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华夏行”活动河北站，当地各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纷纷亮相。

“河北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项目 1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 106 名。”河北民协主席郑一
民向记者介绍说，这些都是提高河北文化国
内外影响力、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明的一
部分，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目前，
我国有 36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居世界第一。根据文化部
公布的信息，我国共有 87 万个非遗项目，
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达 1219 项，省级非遗

项目 8556 项。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
们不知道的要远远超过知道的。可以说，
历史有多悠久，民间艺术就有多悠久；文化
有多灿烂，民间艺术就有多灿烂；生活有多
美好，民间艺术就有多美好。

保护和弘扬先人创造的优秀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全民族的共同责任，是构建国家
文化软实力、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伟大事
业。但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需要
锲而不舍的精神，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夏行”总策划人、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艺驿文化发展基
金发起人贺英杰表示，“我们不但要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手上更好地保存下来，
还要更好地流传下去，更加发扬光大。”

非遗作为中国的文化标识，易于被国
人接受并引起感情共鸣。只要有好的设

计，非遗元素融入日常生活也并非难事。陶
瓷的手机壳、漆器的饰品、剪纸的灯罩、内画
的容器等产品，让人们把非遗从博物馆带
回家中。这不仅使人们对非遗有更感性的
认识，更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非遗
如果能脱去神秘的面纱，融入百姓的日常生
活中，必将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面人彭”彭小平曾以个体户身份第一
批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民间工艺美
术家称号。现在，他带领着近千名徒弟一
起支撑起“面人彭”这一品牌，靠捏面人这
项传统手艺谋生存，过日子。彭小平说，

“传承人要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我们可以
为社会做出无价的贡献。”

同时，非遗技艺迫切需要将家族传承
转换为社会传承。此次开展的“中国传统
文化反哺计划‘孝·成长’公益慈善行动”为

此做出了示范。活动计划让 30 名青少年
与非遗传承人结成“手拉手”助长计划，结
对学习非遗技艺，并每年资助每位青少年
学习者 2000 元。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大都
家庭贫困却品学兼优，且对非遗有兴趣。
这项活动不仅为他们继续学业提供了机
会，更让其学会一技之长，使今后的生活多
一份保障。加入该活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定瓷专家陈文
增表示，定瓷曾失传 800 余年，使其复活的
过程漫长而又艰辛。为避免这样的悲剧重
演，应该有德传之、著书传之，让更多的人
能接触非遗，了解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更要盘活
本报记者 陈 颐 实习生 房思思

作为我国玉雕界惟一的国家级奖项，2013 中国玉

（石） 器百花奖评选日前在京举行。1000 余件参选作品

来自北京、上海、扬州、新疆、广州等玉石产地和加工

区，材料包括白玉、翡翠、岫玉、玛瑙等多个品种，创

作人既有国家级玉雕大师，也有中国青年玉石雕刻艺术

家和玉雕工作室等。 （书 宏）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 李治国报道：由上海鹏华资
产管理公司与福建嘉德艺术品上海分公司共同打造的一
种全新理财模式，日前在上海试水。这一第三方理财服
务平台以“金融与文化艺术品的结合”为特点，依托国家
大力发展的文化产业政策，设立艺术品经营场所与展馆，
初期以投入价值超过 30 亿元的艺术品作为交易保障，以
高端艺术品为投资增值新模式，向投资者、艺术品爱好
者、收藏家承诺，凡是在嘉德投资、收藏的艺术品，均由

“保真、保值、保回购”的三保协议保证投资者利益安全稳
健增长，真正做到为客户财富收益保驾护航。

本报讯 以“文化产业协同创新”为主题的“2013 中
国文化产业高端峰会”，近日在京举行。会上，30 位来自
全国知名高校的业界专家学者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文化企业代表，深入探讨了新型城镇化与文化发展、城市
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产业融合与区域合作、
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等议题。与会人员认为,
文化产业协同创新已经成为整合文化产业资源、提高文
化创新效率、增强文化创新效果、传播文化创新成果的重
要途径。中国文化产业高端峰会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
的达沃斯论坛”。 （文 菁）

“2013中国文化产业高端峰会”举行

艺术品理财新模式在沪试水

本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中文旅行平台去哪儿网
近日正式推出往返程机票搜索打包预订产品，既可以帮
助消费者节约支出，也能简化机票预订流程。据民航相
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机票市场 60%以上的旅客出行是
往返行程，国内机票市场平均日出票量约 90 万张，但往
返程机票打包出票量仅占全市场的 7%左右，市场潜力巨
大。同时，去哪儿网还与中国民航大学就空铁联运产品
展开合作，进一步开拓机票细分市场。业内专家认为，随
着在线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适
应消费者需要的各类细分市场将是未来争夺点。

去哪儿网推出往返程机票预订

本报讯 记者马洪超报道：由我国教育部、国务院新
闻办、中国文联、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北
京演艺集团与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共同主办的“‘中国故
事·大地之歌’叶小纲与底特律交响乐团音乐会”，9 月 22
日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音乐会将演绎
由叶小纲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大地之歌》、《最后的乐园》、

《喜马拉雅之光》3 部交响乐曲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首次由美国主流交响乐团专门为一位中国作曲家举
办的专场音乐会。

“中国故事·大地之歌”在纽约首演“中国故事·大地之歌”在纽约首演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今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将建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
81所，力争 10月底建成投入使用。

近年来，广西十分重视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乡村学校少年宫创建活动注重夯实基础、创新特色、强化
实效，不断均衡城乡教育发展。2012 年，广西建成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 77 所，每所少年宫
投入 20 万元，其中 6 万元用于体育、科技、书画等功能室
的修缮，总价值 8 万元的科普图书、音像等器材设备为标
配，由自治区统一采购，6 万元由地方自行采购。已建成
的少年宫，每年还有 5万元运转经费。

广西今年将建81所乡村学校少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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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陈化勤的面塑艺术。

图②：冯元平的剪纸。 孙潜彤摄
图③：于平正在为自己的泥人上色。

图④：在沈阳皇姑区民间文化艺术馆，

居民们跟着冯元平学剪窗花。 张文魁摄

本报讯 记者金晶报道:作为“2013 年国家艺术院
团演出季”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
推介会”近日在北京举办。国家京剧院、中国国家话剧
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
团、中央民族乐团等 9 个国家级艺术院团，以丰富多彩的
形式分别对其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行了展示和推介，较
为全面地呈现了国家艺术院团艺术风格和特色。

目前，为期一个多月的“2013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
季”活动正在首都各大剧场展开。本演出季项目采取市
场化运作模式，由各院团将节目全部推向市场，采取先展
演后交易的运作模式。

9大国家艺术院团向市场推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