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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开

幕式文艺演出中，演员在表演芭蕾

《敦煌·飞天》。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图图②② 读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藁城区人民广场“24 小时智慧图书

馆”内阅读。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①①

用优秀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李红光

“一部戏就是一段人生，每一部戏、每一个

角色的塑造和表达都要通过精彩演绎讲好中

国故事、展示中国魅力，展现我们的文化自

信。”山西演艺集团演员张星说，10 年来自己

的演技有了很大提升，也见证了文化事业的大

发展。“我坚守在舞台和剧场上，在反复排练与

演出中实现自己的戏剧梦想，亲身经历了山西

演艺集团的发展和山西文化事业的繁荣。”

山西演艺集团作为山西文艺演出领域的

主力军，承担着创作生产舞台艺术精品、传播

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

山西演艺集团聚焦中国梦、讴歌新时代，推出

了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年

均演出 1300 余场，受众人数达 30 余万人次。

10 年来，山西演艺集团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

文化需求，依托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

化资源，创作推出了音乐剧《火花》、舞蹈史诗

《黄河》、民族歌剧《三把锁》、话剧《右玉》《于成

龙》《生命如歌》等一批深受人民群

众 喜 爱 、广 受 市 场 欢 迎 的 精 品 力

作。多部作品入选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创作扶持工程，荣获中国

戏剧节“优秀剧目奖”“杏花

奖 ”等 国 家 级 和 省 部 级 重

要 奖 项 。 剧 目 展 演 走

遍全国，各地观众

反响热烈。

文艺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山西演艺集团

在新发展阶段立足文旅融合发展格局，牵头成

立山西省旅游协会旅游演艺分会，集中打造了

高平苏庄喜镇沉浸式体验剧《小二黑结婚》、青

龙古镇庭院式情景体验剧《立秋》、乔家大院展

陈活化、“好悦来”说唱剧场等专属旅游演艺项

目，走出了一条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文旅发

展新路径。

山西演艺集团不断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

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治理效能日益提

高。专业技术人员达到在职人员总数的 83%，

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编、导、演及舞美、服装设计

等各类专业人才，以及强有力的创意策划、运

营管理团队。

10 年来，山西演艺集团演艺院线建设日

趋完善，主导成立了山西剧场联盟、山西演艺

家协会，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剧场联动机

制，成为山西文艺演出的亮丽名片；主题文化

活动精彩纷呈，举办了交响音乐季、民族音乐

季、文化润疆行等活动，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未来，山西演艺集团将继续坚持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弘扬山西优秀文化，努力讲好中

国故事。“作为新时代青年话剧演员，我们要认

真演好每一个角色，坚定文化自信，将文艺启

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使命发扬

下去。”张星说。

为新时代新征程凝心聚力
本报记者 张 雪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

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扬思想旗帜、把握正确方

向、聚焦使命任务、加强改革创新，我国文化建设在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

史性变革，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供了强大正能量。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有信

心更有能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创造性传播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

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10 年来，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成果丰硕，8800 多项考

古发掘项目陆续实施，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殷

墟、三星堆等重大考古取得新发现，边疆考古、水下

考古稳步推进，科技考古、公众考古、涉外考古快速

发展，实证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

文明史，为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提供了有力

支撑。”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说。

今年春节，“何以中国”大展在故宫博物院开展，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展。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和

平里街道的李晨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家都很喜欢

《国家宝藏》节目，孩子通过观看节目对中华文明的

博大精深赞叹不已。我们早早预订了门票，带她来

近距离感受文明的力量”。

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

精神力量。近年来，参观博物馆成为社会新风尚，

博物馆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汲取精神力量、丰富

精神世界的家园。2021 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

395 家，备案博物馆总数达 6183 家，在全球排名

居于前列。5605 家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占比

达 90%以上。2021 年，全国博物馆举办展览 3.6

万个、教育活动 32.3 万场。虽然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全国博物馆仍接待观众 7.79 亿人次，

策划推出 3000 余个线上展览、1 万余场线上教

育活动，网络总浏览量超过 41 亿人次⋯⋯

今年，一款由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文创

玩偶“马踏飞燕”成为“网红”。从几年前故宫

博物院推出的朝珠耳机到河南博物院的考

古盲盒，再到“马踏飞燕”玩偶，“把文物带回

家”已在年轻人中成为潮流。一件件文创

产品，架起一座座文化沟通的桥梁，让人们

了解文化，让文化融入生活。

不止于此，近几年，《国家宝藏》《典籍

里的中国》等电视作品依靠展现深厚的

中华文化底蕴，《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凭

借复活“上元灯会”“洛神赋”等经典场

景和意象，纷纷实现“破圈”传播，激发

了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在中国传媒

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王青亦看来，这是多

年来文化强国建设成效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被激发起来的热情和生机。“从宏观环境

看，近年来我国从政策上非常重视文物活化利用和

文创产品创新开发，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

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取得丰硕成果，进一步彰显了文化自信。

文艺领域气象一新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

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回望过去的 10 年，我

国艺术创作繁荣活跃，文艺事业生机勃勃，文艺领域

格局一新、气象一新，推动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节

点，一系列重大文艺演出活动唱响了时代主旋律。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晚会《我们的四十年》，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 中华

儿女》⋯⋯这些重大文艺演出活动既是新时代新征

程的历史见证，也创造了艺术丰碑。特别是在去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

征程》隆重上演，文艺演出综合运用音乐舞蹈、情景

表演、广场行进、戏剧演出、视频影像等多种手段，用

艺术语言讴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将建党百年文艺

创作推向高潮，也为繁荣文艺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9 月 1 日，我国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

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拉开

帷幕。9 月 11 日，由长沙歌舞剧院、长沙交响乐团创

作演出的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进行了艺术节展演

录制，这部剧以 1934 年发生在湖南郴州汝城县沙洲

村“半条被子”的故事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将军民、

长征、英雄、信仰、牺牲、崇高等关键词融入故事主

题，感人至深的演绎收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10 年来，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竞相涌现。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已演出 414 场，歌剧《沂蒙山》《马

向阳下乡记》、话剧《谷文昌》《柳青》、京剧《红军故

事》、彩调剧《新刘三姐》等一批优秀剧目广受好评。

“我们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

推出了一批既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又能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的艺术精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双效统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负责人周汉

萍说。

10 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潜心创作、深耕不辍，努力登高原、攀高峰，不止舞台

艺术，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领域也涌现出一批

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优秀作品，激发情感共鸣，

提振精神力量。

重大主题作品成为百姓的“精

神刚需”，以电视剧为例，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外交风云》，聚焦脱贫攻坚

伟大事业的《山海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觉醒年代》《功勋》等都引发了收视热潮。现实

题材作品一直是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创作的主流，

比如在电视剧领域，2012 年现实题材作品占比达

56%，到 2021 年上升为 74%。10 年来，现实主义作品

记录时代发展，书写人民史诗，让无数观众从好作品

中获得了精神力量。

公共文化服务丰富便捷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回应人民群众

新需求新期待，10 年来，我国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深入推进，文化服务和产品更丰富、更便捷。

文博考古刷屏“出圈”，文创好物琳琅满目，文化场馆

人气旺盛，文化下乡如火如荼，线上服务绽放“云

端”；我国成为图书、电视剧、动漫等领域世界第一生

产大国，电影市场规模屡创纪录，银幕数和票房收入

跃居全球第一位⋯⋯这都是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

为丰富、更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生动写照。

“10 年来，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促进人民精神生活走向共同富裕。”文化和旅游

部副部长饶权介绍，这 10 年，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公共图书馆法、博物馆条例以及国家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指导标准等先后出台，有力保障了群众基本文

化权益。积极构建从国家到村（社区）的六级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

馆 3215 个、文化馆 3316 个、文化站 4.02 万个、村级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7.54 万个。所有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站）、美术馆和 91%的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

“戏曲进乡村”等惠民项目深入实施，“村晚”等品牌

文化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加快推进，新型

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涌现，从“云端”到“指尖”，公共文

化服务更加便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在促进国民经

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

长缪沐阳形容，文化产业发展可谓是“日出江花红

胜火”。

据统计，10 年来，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从

3.6 万家增长到 6.5 万家，年营业收入从 5.6 万亿元增

长到 11.9 万亿元。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文化市场

经营机构达 19.1 万家，从业人员 151.14 万人。其中，

文艺表演团体有 1.6 万个，较 2012 年增长 123.2%，全

年演出场次达到 232.5 万场，观众达到 9.3 亿人次；网

络音乐市场规模达到 626.9 亿元，是 2012 年的 13.8

倍。文化产品进出口连续多年保持顺差，2021 年，我

国对外文化贸易额首次突破 2000 亿美元，更多优质

文化企业走出国门，越来越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展

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

生活的文化产品成为展示中

国形象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