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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弘扬延安精神，传承红色文化，由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延安革命纪
念地管理局指导，陕西省美术博物
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主办的“我的
延安——全国主题性美术作品展”
于2022年9月24日在延安革命
纪念馆举办首展，第二站则于11
月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举办。展览
旨在倡导艺术家运用画笔表现和
诠释延安精神，透过对历史的思
考，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来自全国
各地273位艺术家的443件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主题美术作品及
文献、视频、实物、装置将分区域、
全方位展示。本次展览采用“展览
加论坛”“线上加线下”和专题片等
形式，进一步增强表现力、吸引力、
感染力，全面呈现延安的精神风
貌，为开启新征程、奋进新时代汇
聚精神力量。

展览分为三个单元，分别是
“红星照耀”“华彩再现”“光辉时
代”。第一单元“红星照耀”邀请46
位老一辈艺术家表现延安主题的
93件美术作品及文献资料，分为
两个版块。一个版块用文字和图片
讲述了1937年-1945年间延安鲁
艺的美术活动和事件。另一版块主
要表现延安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
事件。这些美术作品系新中国成立
后成长起来的优秀艺术家所创作，
他们用直观的艺术手法重现了当
年的精彩瞬间。

第二单元名为“华彩再现”。
2022年6月，来自全国各地的40
位艺术家怀着崇敬的心情，重走
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宝塔山
等革命旧址，探寻先辈的足迹，接
受延安精神的洗礼，体悟蕴含其
中的革命情怀，获取催人奋进的
前进动力。艺术家们写生和创作

了165件作品，生动地表现了延安
革命建设和发展成就，用时代的绘
画语言续写了延安鲁艺时期文艺事
业的“华彩”篇章。

第三单元为“光辉时代”。本单元
在全国范围内特邀、征集了以贴近

“延安革命题材和表现新时期延安风
貌”为主题、涵盖国画、油画、版画、
雕塑等多样艺术形态的优秀美术作
品185件。这是本展体量最大的单
元，参与艺术家187人。他们来自全
国多个省份，都是曾多次在延安及
陕北地区深度体验感受生活的优秀
艺术家。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
在新时代党的文艺路线的引领下，
遵循“艺术为人民”的思想方针，表
现了新时期延安人民的精神风貌以
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们
用手中的画笔讴歌这个光辉的时
代，用绚烂的色彩和丰富的笔法共
绘新时代的壮丽画卷。

我的延安——全国主题性美术作品选登

飞腾五马夕阳红，碧水丹峦满玉融。
帆过龙江诗客影，鸟鸣绿柳藕花风。
福清，古称玉融。福清因“山自永福

里，水自清源里”而得名，因“千年古邑、
文献名邦”而闻名，更因“著名侨乡”“三
福之地”而蜚声中外。寻着世界灌溉工程
遗产天宝陂走进其中，厚重的城市文脉
令人着迷，扑面而来的是历史文化与现
代城市共生的独特气息，更是同心同德
共谋新时代发展的协商民主氛围。

创新推行“协商进村、调研入户”、倡
导开展“简易协商”“田头协商”，在全市
24个镇街建立政协联络组、设立11个委
员工作室、累计开展“小微协商”超100
场……在长期的协商民主实践中，福清
市政协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探索协商
民主实施途径和实践载体，完善协商于
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
让协商民主之花在玉融大地绽放，为新
时代新福清建设贡献政协应有的力量。

古韵古街，建与不建是“心结”

一江、一街、一塔，红砖古厝、雕花拱
窗、扇门青瓦。这便是千年老城里，风貌
依旧的福清利桥古街。

作为福州市15个特色历史文化街
区之一，利桥古街位于福清市老城区东
南侧，涵盖龙山街道瑞亭、瑞云两个社
区，常住人口近5000人，将是福清的城
市会客厅、文旅新地标、城市新名片。

但当人们在感悟着福清厚重的历史
文化、喟叹于古韵老街千载繁盛人文之
时，不一定会想到，这数年间，在福清市
政协的带领下，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
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为在寸土寸
金的老城中心保护好这方古建遗迹所做
的努力。

2017年初，福清全市拉开了“攻坚
2017”重点项目征迁工作的序幕，对旧
城区、“城中村”和20多条“断头路”开展
征迁攻坚行动。其中，按原计划和既定的
城市规划，福清城区最重要的主干道之
一——清昌大道拟在此次建设中向东延
伸，将贯穿利桥古街区。

“虽然有关部门优化了道路建设方
案，降低了对文物的影响，但仍将对整个
古街区的历史文化生态造成不可挽回的
损害。”调研中，福清市政协委员们对此
忧心忡忡。

历史上，利桥街区是福清县衙所在
地往海口古镇的交通要道和商业名街，
街区内分布有瑞云塔、黄阁重纶石坊、宋
井等宋明清、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存16处
和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传统民居（院
落）、侨厝7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

同时，自清晚期以来，该街区还存有
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及地方信仰，
街区内历史文化遗产也涵盖历史地标建
筑、古代交通市政设施、革命纪念地、民
居建筑、古树名木等多种类型。此外，中
西合璧的侨乡建筑风格，以闽剧为代表

的海内外民族文化，瑞云塔点灯和龙首
桥过桥取吉利等风土民俗，叶向高、刘克
庄等历史人物事迹与民间掌故传说，均
集于此地，可谓荟萃古今、融合中西。

“怎么办？道路不建，交通、消防等现
实问题不能解决；道路若建，文物、文脉
则难免受损。”彼时，参与其中的市政协
委员们与该项目工作者、群众代表和城
建部门负责人多次就有关问题进行交
流，但双方各执一词，意见分歧，争执不
下，难以达成一致。

建与不建？成了横亘在城市发展面
前的一道难题，也成了政协委员、人民群
众与城建部门之间一时难解的“心结”。

牵线搭台，以协商寻求“最优解”

“唯有调查研究，才能不唯书、不唯
上，只唯实，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
快。”思路一变天地宽，市政协当即组织对
利桥古街相关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了解。

与此同时，市政协主席会议火热召
开，研究决定按照市委划定的第二批重
点项目征迁范围和初步方案，细化调研
方案、制作问卷调查，并成立多个调研小
组，分头行动，走村入户、访谈民情，查阅
史料、拜会专家，对利桥古街区的文化遗

产进行全面摸底与排查。
一石击水，波浪迭起。仅用一周时

间，市政协调研组就对涉及的2000多户
征迁户进行有效问卷调查1848份。同
时，结合前期调查结果，市政协第一时间
向市委提交了《关于重点项目征迁建设

工作的调研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暂
缓清昌大道利桥段建设的建议，得到了
市委的采纳。

随后，一场场成效显著的古街保护
履职行动在玉融大地拉开帷幕。由市政
协主要领导牵头，组织文化界别委员、市
直有关部门、人民群众代表成立的“关于
利桥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课题
调研组，先后21次深入实地调研，召开大
大小小的协商11场，把协商的会场搬到
社区村部、乡间田头，把协商对象从过去
的“谈笑有鸿儒”变成“往来皆白丁”，真
正做到了广泛收集民意，准确反映实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番多轮协商中，
市政协对市政府给出的建设清单并未“照
单全收”，而是既有“擂鼓助威”的促进建
议，也有“鸣金收兵”的劝停建言。最终，在
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审慎考虑研
究，市政协调研组提出了平衡道路建设和
文脉保护的具体建议，主要包括“一平衡、
三方案、五结合”，即在道路建设与街区保
护中求得“一个平衡”，提出道路南移、沿
江和绕行三种解决方案和文物抢救与长
效保护相结合、彰文透绿与显山露水相结
合、街区改造与文旅开发相结合、复原发
掘与移植嵌入相结合、政府引导与市场运
作相结合等“五个结合”。

“针对拆与不拆、拆后如何开发等问
题统筹考虑，市政协在协商中提出了方向
性的建议和可行性的建设方案，我十分赞
同。”“我印象深刻的是，对于文物保护，市
政协调研组提出的监督性意见，比如整治
瑞云塔周边环境、对濒毁历史建筑实施应

急加固等等。”……诸多参与其中的群众
代表、项目工作者和城建部门负责人事后
谈起，也是感受深刻，纷纷点赞。

时间是开拓者前行的刻度，更是奋
斗者铸梦的见证。历时数月，“拆保”双方
最终互相认可止纠纷，握手言和解心结，
达成了广泛共识。

老街新貌，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协商后，市

政协如期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关于
利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的意见
建议》，得到党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与
支持。

不久后，市委主要领导召开专题会
议，对清昌大道利桥段的建设方案进行
了调整，新的方案结合了调研报告中提
出的大部分建议。同时，市政府主要领导
组织规划、住建等相关部门，深入现场察
看，敲定保护开发方案。

在2017年的市政协委员读书班上，
市政府主要领导还亲临读书班与委员交
流并表示，“关于利桥历史文化街区改
造，市政协委员对道路改向和实施步行
街改造提出了建议，与市政府意见也是
不谋而合。”亲身参与其中的毛胤云、郭
有辉、毛立平等委员对此深有同感、备受
鼓舞。

这是一次争分夺秒的抢抓落实。此
后，在市委、市政府和市政协的共同推动
下，利桥特色文化街区的开发工作自此

迈入了“快车道”——
2018年7月，福清市政府完成了利桥

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建性详规编制工作，并
于同年9月正式启动片区征迁工作；

2019年春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从春天出发，向幸福启航，征
迁组干部职工艰苦奋战，利桥片区征迁
工作圆满结束；

2020年3月，利桥特色历史文化街
区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占地面积300亩，
建筑面积近30万㎡，总投资约30亿元，
将打造成具有福清人文历史特色的城市

“金名片”。
如今，一条利桥古街，串联起宋井、

黄阁重纶坊、龙首桥、瑞云塔等文物保护
单位，以及众多传统民居与侨厝，集中体
现了福清的华侨文化与海丝商贸文化，
成了福清悠久历史的真实写照，将于
2022年12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

在推动利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
开发的协商实践中，福清市政协把“遇
事多商量”的协商氛围覆盖全市，交出
了一份优异答卷。市政协主席翁芳明表
示，在新征程上，市政协将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指引，团结带领全市政协委
员做到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
坚定、行动上更加一致，不断深化党
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协
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不断推
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互融共促，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海滨山水城市集聚起万众一
心的磅礴力量。

擦亮福清历史文化“金名片”
——福建省福清市政协以利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的协商实践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王惠兵 通讯员 陈剑啸 夏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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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利桥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建设中的利桥历史文化街区项目

利桥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建成后全景图利桥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建成后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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