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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文
化部门全面落实中央各项部署，紧紧围
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
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科学谋划，创
新落子，以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开创文化
繁荣发展新局面。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

后一公里”

“以前地处偏远，几乎无法获取网络
信息。现在买东西可以网购，学技术可
以看视频，闲来无事可以上网查资料，眼
界一下宽了⋯⋯”内蒙古达茂旗牧民们
的生活因“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而
变了样。

利用互联网、无线 WIFI 和 3G 网络，
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
移动服务终端，内蒙古实施了“数字文化
走进蒙古包”工程，目前已在 14 个旗县
开展试点，免费蒙汉双语数字资源全天
候提供服务，惠及农牧民十万余人。

打破地理屏障和时空限制，把公共
文化资源真正送到群众身边，打通“最后
一公里”，正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所提出的“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的务实之举。

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在公共文化
服务上的影响，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补齐
短板，兜住底线——“这是对政府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能力的要求，是政府对人民
的基本承诺。”文化部部长蔡武说。

今年 3 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协调组成立。这个由中央 20 个部
门组成的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协调

机制正式运转之初，即确定当前工作重
点——以贫困地区为突破口促进公共文
化服务均等化发展，力争策划一批新的
文化惠民工程。

怎样才能真正使文化惠民项目与群
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作为公共文化服
务享有者，群众理所当然要在公共文化
建设过程中扮演参与者和建设者角色。
一些地方的实践已初现成效：安徽“农民
文化乐园”根据群众意愿统一采购文艺演
出送到村，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保证适
销对路；浙江衢州鼓励农村群众“赛文化”，
农民画协会到各大城市甚至海外举办专题
展览，村歌唱进浙江省人民大会堂。

“融合”助力文化产业

二次腾飞

这被誉为文化建设顶层设计层面的
“大手笔”——今年全国两会刚结束，国
务院即出台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这标志着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
关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业界
振奋：经过 10 年迅猛发展的文化产业欣
逢二次腾飞契机；同时，由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转型找到新抓手。

刚结束不久的第十届深圳文博会可
为这一“大手笔”政策作注脚：一向有文
化产业发展风向标之称的文博会，本次
打出“融合”牌——文化与科技、旅游、金
融、创意融合的内容，占据了参展项目的
七成，文化与科技融合型产业成交额占
总成交额比例超过 50%，文化与旅游融
合产业成交额占比近 10%，仅这两项就
占去六成多。

几个月来，中央还密集出台了关于

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印
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
两个规定的通知等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
政策。有关部委协同攻坚，通过科学制
度安排努力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
地浇灌文化产业。今年 3 月，文化部、中
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三家联合发布关于
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从促进
文化与金融的对接与合作角度对今后工
作提出指引，着力在文化金融的瓶颈环
节、薄弱领域下功夫。

“有了金融的支撑，一分钱就可以变
成一元钱甚至是十元钱。”中南传媒董事
长龚曙光介绍，中南传媒旗下财务公司
目前获准国内上市文化传媒行业的首个
金融牌照，创“产融结合”先河。

专家指出，促进融合发展，下一步要
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政府
努力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把文化产
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结合起来，
不断深化产业发展内涵、拓展产业发展
外延；同时，把财政政策和产业、行业、金
融政策结合起来，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
形成政策合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传

播当代中国价值观

新疆歌舞剧《情暖天山》5 月 20 日晚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戏根据“感动
中国”人物、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维吾
尔族老妈妈阿尼帕·阿力马洪抚养不同
民族 10 个孤儿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歌
颂普通母亲和新疆各族群众之间传递的
人间大爱。在此之前，这部戏曾在乌鲁

木齐和新疆基层乡镇演出 63 场，场场爆
满，反响强烈。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如何在文化建设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各级文
化部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将其贯穿融入文化建设全过程，体现
在对艺术创作生产的引导、公共文化产
品和服务的内容建设、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推动文化产业的
价值追求等方方面面。

与此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推
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世界上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
梦”，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交流品牌越来越国际化，2013
年海外“欢乐春节”活动在世界 99 个国
家和地区的 251 个城市举办了 380 多项
活动，吸引约 3500 万海外各阶层民众和
华人华侨参与，在全球再掀“中国热”。
正在运营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总数达到
14 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
公众来到这里，深入体验东方文化魅力。

中华文化走出去呈现一大鲜明特
征 ：文 化 贸 易 与 文 化 交 流“ 两 条 腿 走
路”。去年 11 月，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
司与美国国际管理艺术集团签约，共同
投资成立中美环球演艺股份有限公司。
双方在亚特兰大合作推出“天下华灯”项
目，1 个半月时间内吸引了 20 万美国观
众，门票收入超过 300 万美元，为中国文
化走进美国主流市场搭建了一个“直通
车”平台。正如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所说：“只有赢得国
际市场认可，才能真正有效实现中华文
化的传播与影响。”

（新华社北京 6月 3日电）

以 改 革 创 新 成 就 文 化 繁 荣
——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述 评 之 四

新华社记者 周 玮 廖 翊 璩 静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
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谈到核潜
艇，88 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船
重工 719 所名誉所长黄旭华依旧慷慨
激昂。在被问及他的梦想时，这位新中
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不假思
索地回答说，“还是核潜艇，我现在的梦
想是希望我国的核潜艇技术水平更上
一层楼。”

字字铿锵的话语，如高扬的鼓槌重
重地击打在国人的心坎上，发出的回响
穿越了 50 多年的时光，把人们带回了那
个虽然一穷二白却激情燃烧的岁月，带
到了我国核动力潜艇犁浪遨游的辽阔
海洋。

结缘核潜艇

1958 年 8 月，对黄旭华来说，是一
个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32 岁的他被
调往造船技术研究室从事核动力潜艇
的设计研究工作。也是从那时起，黄旭
华 的 人 生 就 牢 牢 地 和 核 潜 艇 拴 在 了
一起。

对黄旭华而言，与核潜艇结缘看似
一种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

1926 年，他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的
一个偏远小镇，父母是乡村医生，也因此
寄希望于他们的儿子将来去学医。但在
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学时代的黄
旭华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目睹了祖国
山河被狂轰滥炸的惨相，报国的理想在
他心中油然而生。

“学医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却拯
救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只有强大的国
防才能保障国泰民安。”回忆起当初为什

么要改变初衷，黄旭华说。
为了这个目标，他填报了两个志

愿，一个是当时中央大学的航空系，一
个是上海交大的造船系，结果两所学校
他都考上了。生活在海边的他，对海和
船舶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最终他选择
了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专业。从此，
黄旭华与船舶、舰艇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9 年，黄旭华从上海交大船舶制
造系毕业，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事业
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
一 心 扑 在 舰 船 研 制 工 作 中，从民用船
舶到军用舰艇，再从军用舰艇到常规潜
艇⋯⋯黄旭华全身心地投入到常规潜艇
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中，如饥似渴地
学习相关技术。

1958 年，国家批准核潜艇工程立
项，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且
毕业于船舶制造专业的黄旭华被选中。
毛泽东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
来”的誓言，时时拨动着他的心弦，他为
一展身手而跃跃欲试。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里，黄旭华和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大
连、哈尔滨等地的技术人员毅然放弃优
越的城市生活，汇集到那个承载着国人
重托的荒山半岛，开始了中国核潜艇研
制这项神秘而伟大的事业。

荒岛三十年

来到荒岛，当地的环境出乎所有人
的意料。一首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当时
的情景：“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
少，兔子野鸡满山跑。”那里的风确实很
大，而且“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从
小生活在南方的黄旭华，至今仍对此记
忆犹新。

“环境恶劣，物资匮乏，科研手段
和科学设施也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国
的科研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并不足以
支 撑 核 潜 艇 的 研 制 。”张 德 峰 研 究 员
说 ，“ 核 潜 艇 完 全 是 国 人 自 己 造 出 来
的，当时什么资料都没有，专用钢材加
工设备也没有，尤其是当时我国的核
工业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导致核潜
艇工程项目不得不一度搁置。”

研制开始时，黄旭华和其他同事一
样，连核潜艇啥样都不知道，他碰到的第
一个难题就是潜艇的形状。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
为此，美国谨慎地走了 3 步，前苏联走了
5 步。中国怎么办？照美式苏式，稳妥，
但时间拖不起；一步到位，时间短，但风
险太大。

“既然国外已经成功地将水滴型潜
艇和核动力结合，事实证明水滴型核潜

艇这条路是切实可行的。”年轻的总设
计师黄旭华据此大胆推断，我国研制核
潜艇应该“三步并作一步走”。没有彷
徨，没有犹豫，黄旭华带领设计人员只
争朝夕，仅用了 3 个月就提出了 5 个艇
型方案，紧接着又和船体组同仁一头扎
进拖曳水池实验室，一待就是小半年。

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
取得了数万个数据，掌握了水滴型基本
规律后，黄旭华毅然敲定了核潜艇采用
水滴型艇型。

“几万个数据的取得，都是通过算盘
和计算尺演算出来的。”当时一起参与研
究的陈源研究员说。黄旭华至今还珍藏
着一个北京产的“前进”牌算盘，历经半
个多世纪，这个算盘依然完好无损，光泽
油润。习惯了使用计算机、各种软件的
刘春林见到老一辈科学家以前使用过的
工具，感慨万千，“这么简陋的条件，这么
短的时间，就研制出我国的核潜艇，简直
不可思议。”

“国防尖端技术研制只能自力更
生。”黄旭华说。“我们条件差，会慢一些，
但虽然驴比马慢，但在一时无马的情况
下可以先骑驴上路，因陋就简地开展工
作。”正是在“骑驴找马”策略的驱动下，
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
的精神，从 1965 年开始的不到 5 年时间
里，科研人员先后攻克了新式潜艇的 7
大关键技术难题，其中一些成果已经达
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1970 年 12 月 26 日，中国的“蓝色
巨鲸”下水！当那个凝结了成千上万
研 制 人 员 心 血 的 庞 然 大 物 稳 稳 地 浮
上水面时，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
旭华难掩内心的欣喜和激动，从来流
血流汗不流泪的他，一任幸福的泪水
长流。

我只是其中一员

1988 年初，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
迎来了一个关键日子：按设计极限在南
海深潜试验。这是一次重要试验，也是
一次最危险的试验。上世纪 70 年代
末，美国“长尾鲨号”
进 行 核 潜 艇 深 潜 试
验时发生事故，艇毁
人 亡 。 由 里 到 外 全
部 由 中 国 人 自 己 造
出来的艇，能闯过中
国 核 潜 艇 研 制 史 上
的 首 次 深 潜 试 验 大
关吗？

越 是 危 险 的 试
验 ，越 需 要 沉 着 冷

静。黄旭华和同事们一次又一次检查
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
每一根管道，确认万无一失。同时，为
了打消部分人的顾虑，黄旭华决定与参
试人员一起下潜。

黄旭华的这个决定让所有参试人员
惊呆了，要知道，此时的他已经 62 岁。
而黄旭华淡然地回答，“没问题，从设计
到制造，我对潜艇有充分的信心。”

100 米 、200 米 、250 米 、260 米
⋯⋯，170 多名参试人员精神抖擞，全
神贯注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艇上
设备运转的声音应和着艇长下达命令、
艇员操作汇报及科技人员测试报告的
清脆嗓音，宛如一曲大气恢弘的交响
乐。极限深潜试验成功了，黄旭华再也
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他豪情万
丈、诗兴勃发，在当日的核潜艇《快报》
上即兴挥毫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
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名科学家
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黄旭华对核潜艇的“痴”和“乐”也
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的妻子李世英
说，“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他的潜艇上，
去街上理发都觉得太耗时间，所以，我
买了一套工具，几十年下来，都是我给
他理发。”

对于妻子、家人的支持，黄旭华只
能抱以无言的感激。深潜试验成功时，
李世英放声哭了，每念及此，黄旭华都
会颇为动情地说，“我知道她的压力比
我还大，深潜成功后，她的压力一下释
放出来了。”从 1957 年到 1986 年，黄旭
华没有回过广东老家。当 30 年后他第
一次回到故乡，母亲得知他从事的工作
后，特地把兄弟姐妹叫到一块说，“三哥

（黄旭华是家里的老三）的事情，大家要
谅解。”直至今天，回忆起母亲的这句
话，黄旭华仍会泪眼模糊。

对于这些，黄旭华和妻子不愿更多
地提及。“中国的核潜艇是一大批科研
人员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代造船人共
同拼搏奋斗的结果，我只是其中一员，
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黄
旭华说。

乐 在 惊 涛 骇 浪 中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

本报记者 刘松柏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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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扫黄打非”办、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等四部门 4
月 13 日联合发布公告，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打击网上淫秽
色情信息“扫黄打非·净网
2014”专项行动。

为何要启动这一专项行
动？专项行动取得哪些进
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如何
标本兼治？日前，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有关负责人接受了
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净网”不是一阵风

将建立长效机制

问：为何要启动打击网

络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

答：在网上传播淫秽色
情信息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是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特
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
发展，淫秽色情信息也正朝
着移动互联网蔓延，部分移
动客户端也充斥淫秽色情信
息，一些青少年深受其害。
为此，自今年 4 月中旬至 11
月，四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
息“扫黄打非·净网 2014”专
项行动。

专项行动是一种手段，
不是目的。开展专项行动是
为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动
员全社会行动起来，营造人
人喊打的社会氛围，各相关
部门统一行动形成合力，集
中解决突出问题，并为下一
步治理打下基础。打击淫秽
色情信息不是一阵风，国家
网信办将着力推动建立长效
机制，全面加强互联网管理，
维护网络安全。

查处网站 422 家删除涉黄信息 30 余万条

问：国家网信办在专项行动中开展了哪些工作，取得了

怎样的成效？

答：按照我办总体部署，各地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
部门组织全面清理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社交平台、搜
索引擎网站及移动客户端上的淫秽色情信息；中央新闻
网站和重点商业网站按照要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发布
承诺书，不要病态的点击率。同时积极开展网上宣传和
舆论引导，推出“扫黄打非·净网 2014”专题专栏，滚动
推出专项行动进展报道，突出显示举报窗口，为公众举
报提供方便。

自今年 1 月以来，国家网信办已依法查处淫秽色情网
站 422 家，关闭相关频道、栏目 360 个，关闭微博、博客、微
信、论坛等各类账号 4800 多个，关停广告链接 9000 多
个，删除涉黄信息 30 余万条，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网民举报淫秽色情信息每日近 3000 条

问：政府部门查处的淫秽色情信息线索从何而来？

答：国家网信办一直注重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发动网民
举报，大多数线索是网民举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
心每日收到超过 3000 条举报信息，其中，针对淫秽色情网
站的举报占 85%以上。举报中心根据各相关部门对举报线
索的处理反馈情况，并依据相关奖励办法的规定，对举报有
功人员进行奖励。

打击网络淫秽色情离不开网民的支持，希望社会各界
和广大群众踊跃举报，共同抵制网上淫秽色情低俗信息。

分层落实管理责任 构建互联网内容管理体系

问：打击网络淫秽色情如何做到标本兼治？

答：淫秽色情信息之所以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原因
很多，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有其生存的社会土壤。另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此外，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游戏网站和软件的发展，淫秽色情信息又找到新的滋
长空间。

要做到标本兼治，必须在专项打击的基础上，建立长
效机制，强化互联网内容管理，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
管理。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特别要强化属
地管理和网站自我管理，落实分层管理责任。各级互联
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
属地网站的管理和指导；网站要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加强对频道和互动平台的自我管理；互动平台要加强对
各类账号及网民上传信息内容的管理。通过分层落实管
理责任，形成互联网内容管理体系，确保互联网信息传播
健康有序。

“三大领域”“四类行为”成下一步打击重点

问：这次专项行动下一步工作重点是什么？

答：虽然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但打击网上淫秽色情
工作任务艰巨，一些涉黄网站经常死灰复燃，部分网站抱有
侥幸心态，内容管理严一阵、松一阵。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
部门深入推进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三大领域突出问题，严厉
打击四类网站违法违规行为。

重点整治三大领域突出问题是指：重点查处制止大型
门户网站“色情营销”、低俗炒作现象；重点解决搜索引擎网
站淫秽色情信息“一搜即得”问题；重点抓好通过移动互联
网传播淫秽色情信息问题。

严厉打击四类网站违法违规行为是指：严厉打击为
淫秽色情网站发布广告和提供链接的行为；严厉打击游
戏网站等利用淫秽色情和低俗弹窗吸引眼球的行为；严
厉打击视频网站、文学网站推出低俗视频、低俗文学的行
为；严厉打击在应用程序商店及移动客户端中传播淫秽
色情及低俗信息的行为。

（新华社北京 6月 3日电）

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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