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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陶瓷文化，瓷都迎来政策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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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文化传承创新新路径

夜幕下的景德镇陶溪川，流光溢

彩，游客如织。

“老房子上长出了新房子”，陶溪

川在保留原老瓷厂厂区的基础上，

“嫁接”了博物馆、美术馆、瓷器店

等。三年来，这个文创街区已帮助上

万人创新创业。以文化引领产业发

展、用新业态复活工业遗迹，陶溪川

闯出的新路正被省外的一些传统陶

瓷产区借鉴复制。

2000 多年的冶陶史，1000 多年

的官窑史，600 多年的御窑史，景德

镇的小巷、烟囱浸润着文化的气息。

支持御窑厂遗址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建设国家古陶瓷研究修复中

心，完成手工制瓷技艺数据库建设

……实施方案把陶瓷文化保护和传

承放在重要位置。

“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和非物质遗

产保护，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

新试验区承担着新使命。”上海交大

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说，试验

区要以文化资源保护传承为基础，走

出一条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新路。

打造陶瓷特色产业集群，推动陶

瓷新材料产业集聚；构建科技创新发

展平台，加大陶瓷技术创新力度；发

展陶瓷文化旅游业，培育文化旅游新

业态……

实施方案对推动陶瓷文化产业

创新发展作出部署。“按照实施方

案，到2035年，景德镇将成为全国具

有重要示范意义的新型人文城市和

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陶瓷文化中心

城市。”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张和平

说，试验区要为中国陶瓷和其他传统

文化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可推广的

经验。

搭建人文交流互鉴新平台

三宝——这座青山绿水间的小

山村，已然蜚声海内外陶艺界。

110 多间陶瓷工作室、48 家陶

瓷工厂、100 多名国内外艺术家常

驻在此。独具特色的双创空间、文化

馆、民宿错落有致。中外陶瓷艺术家

在这里创作交流，陶瓷工匠在这里

施展绝技，游客在这里休闲体验陶

瓷工艺……

历史上，景德镇的瓷器沿着碧

海帆路，远销世界各地，为中国走向

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今天景德镇正

以新风貌、新气象，成为世界体验中

国发展、感知中国文化的新窗口，每

年 5000 多名“洋景漂”怀揣艺术梦

想不远万里来到景德镇学习交流。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实施方案提

出，将景德镇陶瓷文化纳入国家“一

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关规

划；支持将陶艺课程纳入国家孔子学

院总部课程内容；支持将景德镇列入

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实地调研地。

“悠久的制瓷历史和丰富的陶瓷

遗存，是景德镇最大的优势、资源和

财富。”景德镇市市长刘锋说，要广

泛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国际合作办

学、国际研学游学，让试验区成为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重要载

体和展示中华陶瓷文化魅力的名片。

擘画瓷业发展新蓝图

景德镇曾鲜明注解着陶瓷的昔

日辉煌，也曾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

迷茫。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传统优势

的衰退，尤其是其他产瓷区快速发展

的冲击，景德镇瓷业发展一度举步不

前，数万技术工人流向其它产瓷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从事

陶瓷艺术 60 多年，景德镇是他一生

的守望之地。在他看来，永不过时的

文化魅力，给予一代代陶瓷人深沉、

持久的力量。

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近

年景德镇从千年文化积淀中汲取能

量，逐渐走上转型发展新路。国家陶

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无疑

是千年瓷都走向复兴的新机遇。

对景德镇人来说，试验区是个巨

大的礼包——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

对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鼓励相关政府投资基金参与设立景

德镇陶瓷文化产业引导基金，支持将

试验区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等重

大规划……

实施方案还明确，支持试验区

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老旧小区改造、

老厂区老厂房更新改造利用试点。

“这些政策是为我们量身定制

的，含金量很高。”景德镇市委书记

钟志生说，试验区建设是历史机遇，

更是重大责任，我们一定要把宏伟蓝

图变为现实。

（新华社 李兴文 沈洋 黄浩然）

雨露花语 李陶(安徽) 摄

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我和我

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

主旋律影片如“火石”般点燃了公众

的爱国情。上映 8 天取得“50 亿元票

房、1.33 亿人次观影”的成绩，刷新

了主旋律影片的口碑纪录，创造了

“每 10 个中国人就有 1 人观看主旋

律”的佳绩。

人们不仅借助阅兵式的盛世盛

典 看 到 了 让 国 人“ 此 生 无 悔 入 华

夏”、倍感骄傲和自豪的祖国，更通

过国庆档电影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历程的回望，感受到心潮澎湃的家

国情怀。在不少城市的电影院里，都

出现了观众排队买票的盛况。

主旋律电影集体发力，创下票

房和口碑双丰收的佳绩，离不开电

影文本的突破。今年国庆档主旋律

电影的诚意，体现在创作思路、叙事

模式、视听符号、人物塑造等多方面

的演变与升华。正是创作团队对电

影高品质、高影响力的追求，让主旋

律大片做到了内容耐看、观众爱看。

更可贵的是，几部主旋律电影

不 约 而 同 地 让 人 民 站 在 了 舞 台 中

央，将聚光灯打在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波澜壮阔历史中的普通人身上。

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上海里

弄两小无猜的小朋友离别与重逢的

故事，让观众重温了1984 年中国女排

夺冠的喜悦，重现了街坊邻居一起守

着黑白电视机分享胜利的欢乐；透过

北京“的哥”善良的心，观众开启了对

2008北京奥运的美好记忆回溯。

与 以 前 的 一 些 主 旋 律 电 影 相

比，生硬的灌输说教、机械的故事表

达、脸谱化的英雄塑造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视角，使观

众在故事中得以寻找集体记忆，从

而更加珍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在国庆档电影中，人们看到了

力 挽 狂 澜 创 造 生 命 奇 迹 的 中 国 机

长、挑战珠峰的攀登者；看到了我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的举国欢

腾，也了解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那

段 还 没 开 始 就 画 上 句 号 的 动 人 恋

情；人们多次领略过开国大典的宏

伟壮阔，却是头一回看到为了升旗

装置，老百姓与技术人员共克难关

的那一刻。

正是这些小人物的琐碎片段，

组成了新中国历史恢宏绚丽的巨幅

画卷。正因为有了共情与共鸣，影片

传递的主流价值观才能润物无声地

被大众所接受。

这些主旋律影片动人心弦的秘

密，还在于将个体际遇与祖国命运

相连相伴。一位年轻观众饱含深情

地发出感慨，“以前总以为爱国这件

事很抽象，但看到阅兵式上的尖刀

利刃、国之重器，看到新中国 70 年来

的艰辛与不易，我们的爱国不再停

留在入党申请书上、不只出现在政

治考题里，而是变得很具体。70 年

来，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始终

在一起，没有分开过。”

国家认同感让爱国之情更加醇

厚。当人们走出影院，依然没有平息

的是“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

国人”的坚定与骄傲。中华儿女有今

天的底气，恰是因为我们身后站着

一个伟大的祖国。

走出影院，观众领悟到，我们每

一个人都可能是电影中那些人，他们

就是我们，我们也可以成为他们。我

们每一个人的坚持拼搏、人生无悔，

都会让祖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主旋律电影如何书写澎湃的家国情怀
张漫子 刘晶瑶

青砖黛瓦、旧街灰墙、青石甬

道、墙绘浮雕……山西省晋城市南

大街立面改造工程今年3月份施工

以来，经过 7 个月的修缮后正式开

街运营。这个承载着无数晋城人记

忆情怀的百年历史街区，以一副崭

新模样，正成为新的城市名片。

华灯初上，声色光影，大量的市

民慕名而来，田和庆一家利用国庆

假期来到修缮后的南大街，他们品

尝美味小吃，感受迷人的夜色。在南

大街逛了一圈后，田师傅对此赞誉

有加：“以前，这里到处都很破落，

路也不好走，现在焕然一新了，但还

是能找到以前的味道，走进来就有

种莫名的亲切感。”夜游南大街已然

成为晋城人假期休闲新方式。

为重拾老城记忆、改善街区环

境、提升商业氛围、增强文化影响

力、提升城市形象，晋城市委、市政

府经充分研究讨论，确立了“要延

续文脉、不乱拆乱建，要尊重规律、

不复古重建，要严格管控、不放任

自流，要稳中求进、不急于求成”的

基本原则，确定了将南大街打造成

“晋城历史文脉的传承地、城市特

色风貌的展示地、游客休闲旅游的

目的地、百姓幸福生活的宜居地”

的总体定位，立面改造工作以保留

历史痕迹为初衷，融合新旧风格元

素，通过沿街立面整治提升，将古

建筑空间赋予新的生命意义，改善

街区环境，提升商业氛围，增强文

化影响力，达到重拾老城记忆、提

升城市形象的目的。为了让老街重

新焕发活力，南大街道路建设完工

后，城区遵循城市发展规律，顺应

群众品质要求，只争朝夕、奋勇争

先，今年 1 月，启动了南大街立面

改造工程，设计工作延续南大街两

侧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风貌，采用

镶牙式、针灸式、微改造、渐进式的

设计理念，分现代改造类、传统修缮

类两种类型进行。现代改造类采用

钢构、玻璃改造形式和贴面砖、复古

门窗两种改造方式进行；传统修缮

类采用重点修缮、一般修缮、协调类

三种办法进行。

据了解，南大街立面改造工程

是老城更新与保护工程中的核心项

目，对于提升南大街整体环境和商

业品位，传承和发扬晋城文化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造范围为

南大街（新市街至大十字）两侧沿

街建筑立面。南大街全长 646 米，

沿街建筑 133 处，共涉及西大街、

南大街两个社区，房屋产权人 124

家（公 产 33 家 ，私 产 91 家），约

179 家营业中店面。两侧建筑以民

国、建国初及六七十年代建筑为

主，明清院落更是星罗密布在两

侧的街巷内，核心区内有文物保

护单位 3 处，“三普点”近 20 处，其

中 代 表 性 的 有 元 代 的 石 府 巷 祠

堂、明代的东来巷民居建筑群、文

庙巷和司家巷的清代民居。建筑

风格多样，市井气息浓厚，文化、

文脉体现集中，是一条典型历史

老街，承载了晋城的历史和晋城

人的乡愁。

【第235期】

中华向号瓷之国，瓷
业高峰是此都。

千年窑火不熄，孕育
瑰丽的陶瓷文化；万里碧
海扬帆，远播璀璨的中华
文明。景德镇瓷器是世界
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
的文化符号。

10 日，江西省人民政
府在南昌举行景德镇国
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建设新闻发布会。经
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
革委、文化和旅游部日前
印发了《景德镇国家陶瓷
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
施方案》。

景德镇，这座千年瓷
都再起宏图。

中澳艺术家携手打造
跨界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 赵青）10 月 22 日

晚，“水推沙”澳大利亚艺术管弦乐团

跨界东方音乐会将在四川成都梵木

创艺区上演，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

音乐人将在中西方器乐的和谐共鸣

中，为广大观众呈现一场东西方文化

交流探索的视听盛宴。

《水推沙》是一部将实验性爵士

与中国民乐和川剧表演巧妙结合的

组曲，由澳大利亚艺术管弦乐团协

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昆士兰音

乐学院历时 15 年共同打造，极具传

统韵味的川剧唱腔、变脸，融入余音

绕梁的二胡和美轮美奂的古筝，古

典厚重的萨克斯与高亢悲怆的唢呐

一起合奏，呈现了中西音乐交融创

新的独特韵味。10 月 22 日的演出现

场，将由澳大利亚艺术管弦乐团的

爵士乐演奏家和成都的知名艺术家

们联袂演奏。

第七届成都国际非遗节
10月17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赵青）记者从10月

11 日召开的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

物质文化遗产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将于 10

月 17日至 10月 22日在成都举行。本

届非遗节以“传承多彩文化 创享美好

生活”为主题。

成都国际非遗节创办于2007年，

每两年在成都举办一届，迄今已成功

举办六届，是中国唯一由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参与主办的以推动人类非遗

保护传承为主题的国际性文化节会

活动。本届非遗节紧紧围绕增强非遗

节国际性、对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等国家战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创

新思路，策划了非遗节开幕式暨演

出、非遗国际论坛、国际非遗博览园

主会场活动、分会场及配套活动四大

版块活动，届时将举办各类非遗展

示、展演、展销、竞技和交流活动。目

前，非遗节各项节会活动筹备已经基

本就绪。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非遗节亮点

纷呈，首次举办非遗传承助力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成果展，首次开设

平行论坛多维度探讨非遗融入现代

生活，首次举办非遗创意设计作品

授权展，中西方手工艺人首次深度

合作国际性更多元，首次设立市州

分会场规模为历届之最，非遗跨界

融合首次大规模呈现，首次对少数

民族节庆集中展示，天府旅游名县

首次集中亮相非遗节，民族乐器传

统技艺首次同台竞技，首次推出“非

遗之旅”助推文旅融合。

四川少年儿童用书画作品
为祖国送祝福

本报讯（李林晅）10 月 13 日，

由四川博物院主办的“我的祖国，

美丽的家乡”第六届“川博杯”四川

少年儿童书画大赛颁奖典礼在四

川博物院举行，对本届大赛评选出

的 35 名金奖、63 名银奖、94 名铜

奖、150 名优秀奖，以及经大众投

票选出的 10 名“人气巨星”奖的获

奖小选手进行颁奖，并对组织集体

参赛且表现优异的多家机构和学

校颁发优秀组织奖。

颁奖现场，少儿组书法金奖获得

者，来自成都树德实验中学 12 岁的

陈小可上台发表了真挚的获奖感言，

表示通过书画讴歌祖国母亲的参赛

形式，既让自己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更激发了对国家日新月异

的浓浓自豪感。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 2019 年 6

月 1 日启动以来，得到了全社会的

广泛关注与参与，来自四川省内外

40 余所机构、近百所学校的青少年

儿童参加了此次大赛。大赛组委会

总计收到有效参赛作品约 1200 件，

许多绘画作品构图精美、线条流畅，

书法作品笔力刚健。为激励优秀参

赛选手，鼓励更多的小朋友投身到

书画学习中来，大赛组委会在四川

博物院为金、银、铜奖及部分入围优

秀作品的参赛作品设置了临时展

区，在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9 日间集

中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