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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在线教育产业普及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书
——解读《“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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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
规划》2日公布，未来五年文化和
旅游发展绘就蓝图。文化和旅游
部政策法规司、公共服务司、产业
发展司、资源开发司相关负责人
就这一规划进行深入解读。

全面推进“一个工程、七
大体系”

锚定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
国的远景目标，《“十四五”文化和
旅游发展规划》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提出到2025年我国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根据规划，“十四五”时期，文
化和旅游发展的重点任务是全面
推进“一个工程、七大体系”：实施
社会文明促进和提升工程，构建
新时代艺术创作体系，完善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健全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现代
文化产业体系，完善现代旅游业
体系，完善现代文化和旅游市场
体系，建设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
交流和旅游推广体系。

政策法规司司长张永新表

示，《“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
划》集中体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总体要
求、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要举
措等，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任务书。

努力提供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公共文化服务

“十三五”期间，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四梁八柱”的制度框
架基本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
化设施网络更加健全。

公共服务司副司长闫晓东
说，“十四五”时期，将努力提供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充
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体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协同发展机制，引导优质文化
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向农村
倾斜。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
效。营造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的高品质文化空间，支持公共文
化机构优惠提供特色化、多元
化 、个 性 化 非 基 本 公 共 文 化
服务。

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
活动。健全支持群众性文化活动
机制，引导群众文化活动与时俱
进，推动内容和形式深度创新。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
数字化发展。推动公共文化场馆
智慧化运营，拓展公共文化服务
智慧应用场景。

强化创新示范，调动激发基
层内生动力。完善示范和试点机
制，引导形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创新创造的新格局新风尚。

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
产业融合催生新发展动能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产
业实现繁荣发展，2015年至2019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从2.7万亿元增长到超过4.4万亿
元，年均增速接近13%，占同期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95%上升到
4.5%。

产业发展司副司长耿军说，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以推动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催
生新发展动能，加快健全现代文
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文化产业
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和带动
作用。

接下来，文化和旅游部将推
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

“上云用数赋智”。推进区域城乡
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大力发展乡
村特色文化产业。扩大和引导文
化消费，支持各地制定消费促进
政策和举办消费活动。促进文化
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建设一批
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区。深化文化产业国际合
作，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
化产业合作。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高品质、特色化旅游需求

旅游是幸福产业，是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进入新
时代，人民群众对旅游产品多样
化、高品质、特色化发展提出更高

要求。
资源开发司司长单钢新说，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以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
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坚持旅
游为民、旅游带动，坚持科技赋
能、创新驱动，不断完善现代旅游
业体系。

在大众旅游方面，“十四五”
时期将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旅游产
品体系，加大国家文化公园、红色
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冰雪
旅游、海洋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
新产品开发。推动全面落实带薪
休假制度，扩大假日消费，满足大
众旅游需求。

在智慧旅游方面，将推进智
慧建设，深化“互联网+旅游”；打
造智慧产品，让旅游资源借助数
字技术“活起来”，积极培育“网络
体验+消费”发展新模式；加强智
慧管理，推进旅游景区限量、预
约、错峰常态化；提升智慧服务，
推动智慧旅游公共服务模式创
新；加强智慧营销，建设网上旗舰
店和便捷的营销网络。

（新华社周玮）

山水相依 李昊天 摄

枸杞拿铁、罗汉果美式咖
啡、陈皮薄饼……近日，浙江省
衢州市中医医院咖啡馆推出几
款添加了中草药的咖啡和甜点，
在网上引发热议。院方表示，此
举既让顾客体验了美食，又传播
了中医药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
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
代科学的瑰宝。”中医药文化包
括天人合一、顺应四时、形神兼
顾、阴阳平衡等理念，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以说，中医药文化早已融入中国
人的血脉，融入百姓的饮食起
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
巨大贡献。

振兴和发展中医药，必须正
本清源、澄清事实，讲好中医药
故事，传播中医药文化，展示中
医药文化魅力，引导人们正确认
识中医药的价值和贡献。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需要
把握受众心理和传播规律，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解读中医药，
增加中医药文化的趣味性，让中
医药文化深入人心。例如，唐代
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一诗中写道：“遥知兄弟登高
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是一
味中药，到底是山茱萸还是吴茱
萸呢？根据诗中描述，九月已经
立秋，天气寒凉。吴茱萸是一味
温里药，用于胃寒、脾胃虚寒等
病症。而山茱萸是一味补虚药，
主要是补肝肾、精血，用于精血
不足等病症。由此推断，此处的
茱萸是指吴茱萸。如果把这样的
内容植入电视节目、网络游戏、
知识竞赛之中，寓教于乐，很容
易激发人们学习中医药的热情。
比如，把中医药文化与流行音乐
巧妙结合，让很多年轻人对中医
药产生了浓厚兴趣。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需要
挖掘中医文化经典的“宝库”，把

中医文化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医
不是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而是源
于丰富的临床和生活实践。例
如，《黄帝内经》云：“食饮有节，
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
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
去。”古人的健康长寿之道，包括
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心态平和
等理念。这与现代医学倡导的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
酒、心理平衡”互为印证。由此可
见，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蕴藏
着极高的生命智慧，是中华民族
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遗产。
学好用好中医药文化经典，对于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意义重大。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需要
从娃娃抓起，持续开展中小学中
医药文化教育，推动中医药文化
进校园，让中医药文化在青少年
的心中生根发芽。例如，我国组
织编写了《中医药文化中小学生
读本》，旨在让中小学生在整体
观念、君臣佐使、辨证论治、阴阳

五行、药食同源等中医思维的影
响下，形成正确、客观、科学的中
医药文化认知，养成良好生活习
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肩负起
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责任，使
中 医 药 文 化 薪 火 相 传 、生 生
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
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
好”。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是中
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华
民族的博大智慧。我们要自觉地
传播中医药文化，增强民族自信
和文化自信，为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让中医药文化更有魅力
白剑峰

如今已经很
少 见 到 锅 饹 馇
了，现在的孩子
们大概是听也没
有听说过的了。
锅饹馇是煮饭时
锅底结的饭痂。

要形成锅饹
馇，煮饭时火不
能太旺，太旺了
容易糊锅，锅饹
馇自然也就不能
吃了，得耐住性
子小火慢热；饭
勺在锅里搅动的

时候也不能使劲儿刮，刮狠了就没
锅饹馇了。等到米饭烫嘴燎舌的时
候盛出来，锅底已经结了厚厚的一
层锅饹馇，性急的会立刻用铲子铲
下来，不过这时候的锅饹馇不焦
脆，虽然也好吃，但若是耐下性
子，再让锅在火上停个几分钟，锅
饹馇才真正叫个好，又脆又香。

小时候大米饭锅饹馇吃得不
多，大米是稀罕物，就连米饭都是
有客人的时候才能跟着沾光吃上
半碗，更别说米饭的锅饹馇了。

但即便如此珍贵，大米饭的
锅饹馇我也是吃过三四次的，是
本家的叔叔或哥哥娶媳妇的时候
吃到的。

土胚垒的灶台支上锅，白白
胖胖的米粒在硕大的锅里咕嘟
着，柴火在灶台里热烈地燃烧，袅
袅的热气和着米饭的香味随风四
散。印象里做大米饭掌勺的总是
我大伯，一位不苟言笑的老人，孩
子们都有些怕他，平日里是要躲
着他的，但这时候禁不住米饭的
香，一个个馋巴巴地往前凑，顾不
得惧怕了。

米饭金贵，即便是娶媳妇这
样的大事也是不能随便让人吃
的，要先紧着新媳妇的娘家人
吃，娘家人吃过上车走了，剩下
的才是我们这些本家人吃。说实
话，剩下的时候几乎没有，即便
有，也要先让家族里上了年纪的
老人家吃。

所以怎么着也是轮不到我们
这些半大孩子的，我们也就没那
奢望了，我们的目标就是锅饹馇！

米饭盛完，灶台里的火也差
不多熄了，余温熏着锅底，锅饹馇
慢慢变得焦黄，大伯小心翼翼地
用饭铲往下铲，一块一块地分给
我们，又焦又香，拿到手便迫不及
待地嚼食起来，像一群小老鼠，吃
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锅饹馇
也很久不再吃了，但童年的记忆
却会时不时地袭上心头，让我想
起锅饹馇。

遥
远
的
锅
饹
馇

薛
小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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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以红色经典
持续深入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

近日，中央芭蕾舞团创排的芭
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南省歌
舞剧院精彩上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红色娘子军成立90周
年。按照党中央和海南省委“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部署
要求，为创新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
断深入，海南以“赏红剧、颂党恩”为
载体，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专
场活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党
史、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

近年来，中央芭蕾舞团根据戏
剧叙事要求对《红色娘子军》进行
了创新编排，观众可以在充满戏剧
感的故事中感受西方芭蕾技巧与
中国民族舞蹈表现手法的艺术融
合。当晚的演出也是海南省党史学
习教育的一次创新实践。

今年4月以来，海南突出自身
特色，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主题丰富、形式多样、覆
盖面广的“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海南省百场
文化惠民活动，围绕“听红歌，看红
剧”红色主题精品剧目展演、“品经
典，鉴戏曲”系列文艺讲座、“赏书
画，展红心”红色主题系列展览等，
将红色文化带入基层，融入群众文
化生活，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爱党爱
国情怀，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
群众传承红色精神。

（《中国文化报》陈小凡）

舞剧《大河之源》
讲述人与自然的故事

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
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的原创生态
舞剧《大河之源》近日登台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

舞剧《大河之源》从第一人称
“我”的视角，采用剧中剧、史中史、
戏中戏的复式结构，讲述了一代代
青海人千百年来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感人故事。舞剧以
黄河源头地区人民保护生态环境
的故事为切入点，将人与动物、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主线贯穿全剧，把
山、水、动物、人物镶嵌到剧情之
中，艺术化地展示了中华文化中河
源文化、河湟文化的精神内涵，赋
予“中华水塔”文化的内涵和文明
的生机。

总编导佟睿睿介绍，《大河之
源》故事中的人物带有象征和隐
喻，不同的角色构成了多维的空
间：巡山队长扎西代表着守护者，
她的女儿卓玛代表着他的内心世
界“想要看看黄河流淌下来的地
方”，“我”代表都市文化，雪豹代表
动物生灵，乌日格代表代际继承。
五个角色多维度、多空间构成了
《大河之源》的结构。
（《人民日报·海外版》张天一阁）

南湖革命纪念馆
改版提升后恢复开放

新华社杭州6月5日电（记者
俞菀）6月5日，位于浙江嘉兴的南
湖革命纪念馆经过展陈的全面改
版提升后，恢复对外开放。主题展
《红船起航》力求通过宏大叙事与
细节呈现的有机结合，带给参观者
穿越百年的“沉浸式”体验。

《红船起航》主题展由“救亡图
存”“开天辟地”“光辉历程”“走向复
兴”等4个部分、21个单元组成，并
设“中共一大代表人生轨迹”“中国
共产党党章发展历程”两个专题。

展览以中国革命红船起航为
主题、以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主线、
以党的发展历程为脉络，聚焦中国
共产党创建特别是一大南湖会议，
全面阐释一个大党与一条小船的
关系，全面展现100年来，中国共
产党在初心使命的砥砺下，带领全
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
胜利的光辉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