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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热议文化领域发展——

呼唤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佳作
本报记者 金 晶 杨学聪

如今，走进影院的人多了，外出旅游
的人多了，观看演出的人多了⋯⋯文化消
费在我国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
升。要想继续挖掘文化潜力，必须有提气
的作品作支撑。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
们充分交流，他们认为，在经济建设中“人
勤地不懒，处处是金山”的道理同样适用
于文化领域的创作，眼下的大时代呼唤能
与其发展“同频共振”的精品力作。

贴生活，贴民心

“要扎根！扎根生活才能创作出精品
力作。”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沧州市政协
副主席何香久至今仍记得，创作电视剧

《焦裕禄》 时发生的故事。当年，剧组在
兰考拍到焦裕禄站在沙丘上动员群众的
一幕时，用的台词是，“乡亲们，我们治
好沙害就有好日子过了。”谁知话音刚
落，站在旁边的一位老大娘突然喊停：

“当年老焦说的是‘人勤地不懒，处处是
金山’，他说的是我们百姓的语言，不像
你们用的是套话。”何香久委员回忆说，
大娘的一番话触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剧
组立刻改了台词。“到人民中去，获得的素
材和感触才是真实的，创作才有底气，好
作品是用脚‘走出来’的。”何香久委员说。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文联主席张和
平告诉记者，在担任北京人艺院长时，他
曾想让每年招收的新学员都到农村去创
作演出一段时间，但最终没能实现,让他
很遗憾，“我年轻时尝到过深入基层创作
的甜头，今后还是会继续推动文化资源向
基层、向人民倾斜的工作。”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乐团团

长席强看来，不少精品创作是直接来自于
民间的。他建议，在中华文化传承工程、
地方戏曲振兴工程等的基础上，设立专项
资金，对传承保护传统文化艺术的民间文
艺机构和组织给予扶持。

有定力，有创新

“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离不开它
的承载物——戏曲。”81 岁的全国政协委
员、京剧大师梅葆玖在今年的提案中这样
写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常常拿着提
案主动找其他委员沟通交流。坐轮椅参
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
济眼睛有些花了，梅葆玖委员就站在她身
边，弯下腰来，一边举着放大镜帮她逐行
细看，一边仔细地讲着。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杨晓阳看来，文化传承要从小开始“盖
楼”，而不是不打好基础、需要时再找机会
从十层开始往上“盖”。因此，他建议把与
传统文化、人文道德相关的内容纳入我国
现代教育体系之中。

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息息相关，因
此，文化传承和精品创作的“定力”从何而
来也成为两会上热议的话题之一。

“不少年轻人追逐国际潮流，但到了
国外就会发现，很多外国人其实非常喜欢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全国人大代表、四川
省文联副主席陈智林认为，自信是传承民
族传统文化的前提，营造文化自信，更能
催生孕育出优秀作品。

“ 创 作 精 品 的 定 力 在 热 爱 ， 在 走
心。”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高满堂
说，“如果创作者自己都没有心动，又怎

么可能触动观众的心呢？”为了一部反映
农民的“中国好故事”，他前后准备了 5
年，“创作牛大胆这个人物时，我感觉他
成天拽着我、要和我说话。”《老农民》
这部“土得掉渣”的电视剧播出后获得
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在高满堂委
员看来，这主要是因为观众心里从没有
忘记农民。

大时代，大视野

“油画《开国大典》创作于 1953 年，如
今摆在国家博物馆中，观众仍能强烈感受
到其中的国家气息、人民风貌和社会理
想。它的感染力，来自于对伟大时代的记
录。”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
迪安说，“但凡是能够感染人、影响人的作
品，都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达到较高
水平，甚至是有超越性的突破。作品怎样

立足于时代、不辜负这个时代，已成为一
个紧迫而具体的课题。”

从历史上看，我国文化宝库中有着众
多璀璨的“明珠”；从现实中看，当下“强筋
壮骨”的改革更夯实了创作土壤。“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其间有千千万万的人物和故事等着我
们去发现、记录和创作！”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电影集团导演尹力说。

“这个时代不缺乏生活，但我们缺乏
看生活的更宏大、更深邃的目光。”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建
议，国家应有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不
要让整个文化平面化地淹没在市场里。

文化精品不但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更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期待着，
能有更多与群众情感共鸣、与经济发展同
步、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化精品走进百姓
生活。

网友有话说：“北雁南飞2018”在经济日报法人微博留言说，每

一代人的心中都有属于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在如今这个发展的

大时代，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文化精品涌现出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的问题，百姓也对提升文化消费、收获精品力作有着强烈的

愿望。那么，代表委员们对打造文化精品又有着怎样的建议呢？

薛志国代表：

破除农民工子女入学隐形门槛
本报记者 乔金亮

“2013 年，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为了当好农民
工的代言人，我与农民工朋友深入交流，了解他们的困
难，努力把农民工的心声带到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
代表薛志国，曾经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乡的
一名农民。10 多年前，他来到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从事保安工作，如今已是公司望京经营部的经理。

薛志国代表在调研中了解到，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
的“隐形门槛”依然存在。比如，一些优质学校往往要

“择优入校”或者存在变相收费，而专门的农民工子弟
学校又往往办学条件差、教师学历层次较低、师资队伍
不稳定。今年 2 月 28 日，教育部提出，流入地教育行
政部门和公办中小学校要制定相关政策，明确随迁子女
招生计划、手续、时间等，简化就读手续。

薛志国代表认为，除了鼓励城市学校向农民工子
女敞开大门，还可以从经费方面加以保障，建立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调动人口流入
地政府积极性，让更多随迁农民工子女平等享受到基
础教育的公共服务。

郝翠娟代表：

中学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刘 瑾

“今年我已经是第 8 年上全国两会了，倍感荣幸，更
感到责任重大。”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烟台
国际学校副校长郝翠娟告诉记者。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后，郝翠娟代表先后提出了
“公平教育”、“建立中华母亲节”等许多建议，这些建议都
得到了及时答复和解决。“我是一名普通教师，孩子们一
直都是我的牵挂，我的建议也基本上是围绕教育话题展
开的。”郝翠娟代表说，在日常工作中，学生们不经意间的
一句话，都会让自己反复思考，仔细琢磨孩子们的心理以
及其中反映出的问题。

在郝翠娟代表看来，中学教育有责任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她认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和
国际化程度的加快，中学教育必须把升学预备的应试教
育模式改为激发潜能的素质教育模式。改革的着力点，
则是梳理学校特有的文化传统，研究社会发展趋势对人
才培养的新要求，并对二者进行深度结合。

上图 82 岁艺术家蒋庚水在北京

天坛艺术馆绘制瓷板画。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左图 参加“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慰侨演出的谭正岩表演《定军山》选

段。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