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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汉中，是汉文化的重要
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有
着深厚的人文底蕴。近年来，汉中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涌现出了长篇小说《母亲
河》、秦腔现代戏《青青我心》、广
播剧《秦岭乐园》等一大批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文
艺作品，这些获奖作品凝聚了全
市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广大文艺
工作者的心血，是奉献给人民群
众最美好的精神食粮。

今天，汉中文艺已然站在了
一个崭新的起点。

厚植沃土 万木争荣

文艺的繁荣离不开肥沃的创
作土壤。近年来，汉中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文化文艺工作，从
2015年起，每年安排200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全市重大文化精品和

重点文艺项目创作的扶持和资
助，对具有示范性、导向性、带动
性的精品项目以及具有时代特
点、汉中特色的主题创作进行重
点扶持。截至目前，已累计扶持资
助项目144个。

在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下，
汉中市涌现出一大批有筋骨、有
道德、有温度的文艺精品。其中，
长篇小说《遗园》荣获柳青文学
奖，话剧《四叶草》入选全国优秀
现实题材展演剧目，电影《定军山
情歌》荣获第十四届国际山地电
影节女权与环境保护大奖，电影
《红巴山》获邀参加第三十三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多彩中华”民族电
影展映，《汉水汉中》《汉中栈道》
《朱鹮记》等纪录片热播。

一部部脍炙人口、昂扬着改
革精神和时代气息的精品力作，
集中展现了汉中市文艺繁荣发展
的生动局面，充分展示出近年来
文艺创作生产的阶段性成果，汉
中文化文艺品牌正在不断彰显。

崇文重教 名家辈出

人才，是精品文艺创作持久
繁荣的根基。近年来，汉中市一手
抓精品创作，一手抓人才培养，逐
步完善人才梯队建设，让文艺队
伍不断壮大。

为了培育优秀的文艺专业队
伍，汉中市加快文化专业技术人
才和管理人才引进培养，与陕西
理工大学合作建立汉中文艺人才
库，组织各类文艺培训、研修，挖
掘本土文化人才和基层文化人
才，对接省级“双百”人才计划，市
作协连续多次组织各类本土作家
赴鲁迅文学院进修，陕西戏剧创
作研修班在汉中开班，多支文化
下乡文艺轻骑兵被授旗，文艺人
才培育的方法和手段不断丰富。

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使得天
汉大地涌现出了一批真才学、好德
行、高品位的文艺工作者。著名作

家李汉荣寄情于汉中山水，他的多
篇文章入选大中小学教材；著名作
家王蓬多年深耕汉中本土文化，致
力于宣传推广汉中；刘光朗、赵世
钧、郭荣章、高裕德等老一辈艺术
家们崇德尚艺，将孜孜以求、精益
求精的创作精神传至后辈。以丁小
村、冯北仲和汉中歌舞剧团、天汉
秦腔剧团、汉调桄桄传承发展中心
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坚力量，正在努
力创作更多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
涵、艺术价值的作品，不断为汉中
文艺事业贡献力量。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我家住在陕西之南，秦岭巴
山绿水之间，不见当年三国两汉
的狼烟……”陕南“百灵鸟”彭光
琴演唱的《一曲山歌汉中情》也是
此次获奖作品之一。

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充
满了汉中元素。据了解，有不少市

民将这首歌设为手机来电铃声，
这正是文艺作品深入人心的表
现，是文艺在群众日常生活中生
根发芽的范例。

文艺工作的着力点在基层在
群众，只有牢固树立服务基层、服
务群众的意识，才能使人民群众
共享文艺繁荣的成果。近年来，汉
中市委、市政府积极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大力推进“文艺下乡”，利
用各类节日，广泛开展群众性文
化活动，全市年均实施政府购买
文化惠民演出1000余场，“天汉
大舞台”“月月喜相逢”等品牌广
受群众喜爱，天汉秦腔剧团被评
为全国“双服务”先进集体，市书
协荣获“同心同书·祖国新春好”
送万福进万家书法文化惠民公益
活动先进集体。在送服务的同时，
汉中市积极组织各类文艺工作者
开展各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
采风活动，在基层一线设立创作
工作室、采风基地，鼓励文艺工作
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讴歌新时代 盛世著华章
——汉中市首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工作综述

王诗源 皇甫喜

新华社上海 12 月 10 日电
（记者 孙丽萍）记者从上海市文
旅局获悉，上海市文物局、江苏省
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和安徽省
文物局近日正式签署《长三角文
物市场一体化规范发展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建立全国首个区域性
文物市场一体化合作体系。

长三角地区人文荟萃，名家

辈出，在民间文物收藏方面有着
悠久的传统，是我国民间文物资
源蕴藏丰厚、文化地域特色鲜明、
文物市场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而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长
三角地区也已成为我国文物市场
与国际文物市场的战略链接点。

据悉，根据合作协议，三省
一市将通过政府推动、资源整
合、项目互动、政策引导、机制探
索等方式，创建长三角地区资源
集聚、要素集约、业态集群、效益
集成的社会文物保护利用新高
地，共同打造文物市场一体化规
范发展合作平台。

在每年春秋两个拍卖季，三

省一市将统筹组织长三角地区
文物经营主体参加国际艺术品
交易月、中国国际文物艺术品交
易博览会。此外，还将探索建立
文物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诚信
系统和失信登记制度，形成以信
用为核心的区域市场监管机制
和质量评价体系，并发布文物交
易市场黑名单。

为全面加强文
物建筑和博物馆火
灾防范工作，近日，
国家文物局、应急管
理部研究制定并印
发了《文物建筑火灾
风险防范指南（试
行）》《文物建筑火灾
风险检查指引（试
行）》和《博物馆火灾
风险防范指南（试
行）》《博物馆火灾风
险 检 查 指 引（试
行）》，要求各地广泛
开展宣传培训，督促
指导文物建筑和博
物馆管理使用单位
遵照执行。

《文物建筑火灾
风险防范指南（试
行）》明确，文物建筑
是指核定为文物保
护单位、登记为不可
移动文物的古建筑
和近现代代表性建
筑等建筑物或构筑
物。文物建筑主要面
临起火风险、火灾蔓
延扩大风险、主要场
所火灾风险。面对可能存在的风
险，《文物建筑火灾风险检查指引
（试行）》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应注
重检查消防安全管理，检查火灾危
险源，检查重点场所及部位，检查
应急处置能力，提高文物建筑防火
意识。

《博物馆火灾风险防范指南
（试行）》指出，博物馆是以教育、研
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
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
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
的非营利组织。设在文物建筑内的
博物馆，还应符合国家文物建筑消
防安全有关规定。《博物馆火灾风
险检查指引（试行）》同样要求，检
查消防安全管理，检查火灾危险
源，检查重点场所及部位，检查应
急处置能力等。

（《中国文化报》薛帅）

龙门石窟奉先寺
再次启动大型保护工程

新华社郑州12月11日电（记
者 桂娟 袁月明）记者从龙门石窟
研究院获悉，日前，河南洛阳龙门
石窟启动奉先寺大型渗漏水治理
和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这是自
1971年以来，时隔50年，奉先寺再
次启动大型保护工程。

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段，是
龙门石窟开凿规模最大、最具代表
性的摩崖像龛。其内的卢舍那大佛，
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整体
设计最严密、规模最大的造像。

渗漏水及危岩体，一直是威胁
龙门石窟文物安全的主要病害，本
次奉先寺大型保护工程主要针对
这两部分进行。一方面，根据奉先
寺地质状况、裂隙分布、渗漏水病
害发育程度等，对西壁、南壁、北壁
和周边区域进行治理；另一方面，
对奉先寺壁面和周边山体危岩体
采取加固措施，并定期维护清理，
提高岩体的稳定性，全力保护文物
和游客安全。

除了奉先寺文物本体及周边岩
体，本次保护工程还包括擂鼓台区
域。工作人员将对存在安全稳定性
问题的擂鼓台南洞岩体及明代砖拱
体开展紧急支护和日常维护工作。

此外，对于受本年度降雨影响
明显的万佛洞、古阳洞等洞窟，工
作人员将开展裂隙封堵防渗、窟龛
防排水、修造小型石窟檐、危石加
固等措施。

与 50年前相比，本次保护工
程运用了探地雷达探测、红外成像
技术、3D扫描测绘数字化技术等
新技术、新方法，从而更加精准地
勘查裂隙和渗漏水点位置，并设计
编制保护方案。

据了解，为了不影响游客参观，
此次保护工程采取半开放方式施
工，龙门石窟仍旧正常开放。工作人
员也将克服冬季施工困难，力争在
明年牡丹文化节前完成主体工程。

说到馓子，一点儿也不稀
奇，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但我
觉得最好吃的馓子还要数淮安
茶馓。

过去人们闲时上茶楼，一杯
清茗之外，还可以要几样干果、
蜜饯或者点心，茶馓也很常见。
茶客一边喝茶，一边拈来嚼上几
根，正好消磨时光。

其实各地馓子的味道并无
太大差异，至于外形和质地，则
有粗有细、有长有短、有硬有软，
有蝴蝶形、扇形、花形等。淮安茶
馓虽加入鸡蛋、蜂蜜、芝麻等配
料，但口味口感也仍以咸香酥脆
为主。

淮安茶馓的历史并不久远，
据考证说是始于清朝后期。过去
的淮安县，做馓子、麻花这些小
吃生意的遍及每个乡镇，店铺大
多沿街分布，油香味能飘散到几
里开外。炸馓子的过程是很有意
思的，先是和面，面和好后盖上
湿布饧上半小时。旁人看来这不
算什么，无非是花些力气。但接
下来的搓面就见真功了，要将面
团搓成长条，搓到小拇指一般粗
细，然后一层一层地盘在敞口大
瓦盆里，每一层都得抹上油，以
防粘连。从头到尾就一根，不断。
盘好之后还要饧面，且需再饧一
两个小时。

第二次饧好之后就可以下
油锅炸了。油须是麻油，因为麻
油最香。师傅将均匀润滑的面条
绕在左手掌上，大约绕十圈，双
手绷开，再用两拃多长的竹筷，
从里向外抻长抻细，浸入油锅，
边炸边抻，粗细的掌握就全在这
抻的幅度上。说得啰嗦，其实也
就像打拍子一样摆弄了几下，双
手持筷迅速叠合或翻转，面条即
成扇子状，或梳子状，或其它种
种形状，这对有经验的老师傅来
说简直是信手拈来。而后抽脱筷
子，继续炸至金黄，捞起，沥干余
油后码放在竹匾里。那茶馓细如
麻绳，环环相连，十分精巧。

因淮安茶馓的外形如梳
子、扇子，而梳子、扇子可以以

“把”来计量，故而人们计量馓
子也说一把、两把……几把茶
馓，加上其它配料和高汤，就是
一碗实实在在的美味佳肴。馓
子入菜，花样多多，如馓子煨牛
肉、豆芽炒馓子，淮扬菜里则有
丝瓜蛤蜊茶馓、茶馓炖蛋等等，
粗略数数也有十几种吃法。但
是，许多人还是觉得茶馓抓在
手里干嚼更带劲，或许是喜欢
那种酥脆的口感吧。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
体，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根基。日
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推
广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加强语言文字法治建
设、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构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等方面
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对于传承
发扬中华语言文化、推进新时
代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次以国办名义下发的全面加强
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
意见。新中国成立后，从“简化汉
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
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到加
强语言文字法治建设，再到出台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我国语言
文字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普及水平持续提升，语言
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
设加快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进一步传承弘扬，国际中文教育
蓬勃发展，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
历史性进步，为发展教育文化事
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
家统一、提升国家软实力作出了
重要贡献。

语言文字“日学而不察、日
用而不觉”，是事业发展的记录
仪，也是观察时代的显微镜。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推广不平衡不充分的
现象仍然存在，语言文字信息技
术创新还不完全适应信息化尤
其是人工智能发展需求，互联网
等各类新媒体语言文字使用的

规范和管理有待加强。正因如
此，《意见》紧跟时代潮流，回应
社会关切，围绕服务大局、服务
人民，推广普及、提高质量，遵循
规律、分类指导，传承发展、统筹
推进的原则，制定了到2025年和
到2035年两个时间段的目标，锚
定了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前
进方向和发展路径。

《意见》的主体部分，明确了
加强新时代语言工作的五项任
务和十五项重点举措。比如，针
对普通话普及的问题，明确“推
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新
时 代 语 言 文 字 工 作 的 首 要 任
务”；再如，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上，要求“加强对新词
新语、字母词、外语词等的监测
研究和规范引导”；又如，在加强
组织保障方面，首次提出“省级
人民政府语言文字工作重要事

项要及时向国家语委报告”……
充分理解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
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
举措，积极探索创新多元化的实
施手段和宣传方式，才能推动

《意见》制定的目标任务落地生
效，推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取
得更大发展。

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
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
达和传递。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
中发展，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
进步，语言文字的河流就会奔腾
不息，党和国家的事业就能欣欣
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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