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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文化强国（一）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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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作出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出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建设作

出专题部署，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和根本遵循。一直以来，各地政协围绕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开展专题调研、协商议政等活动，为谱写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华章贡献

力量。

编 者 按

如果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根脉，

那么公共文化设施便是城市“灵魂”的聚集

地、城市根脉延续的沃土。2018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广州考察时，对广州推动城市文化

综合实力出新出彩寄予殷殷期望。近年来，

广州加快推动文化强市建设，不断建设完善

公共文化软件、硬件设施，公共文化产品和

服务供给数量、品质不断提升。

今年，广州市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

专家学者开展考察调研，与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以及相关文化场馆负责人深入交流协商，

共同探寻用好用足大型新建公共文化设施

的新思路新办法。

调研组先后走访了广州市文化馆、JC 动

漫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广州图

书馆、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等文化场馆，对

广州市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有了一个普遍

的体会：服务不够均衡。一方面是开放时间

上的不够灵活弹性，另一方面是中心城区与

非中心城区之间文化设施布局的不均衡。

为此，市政协委员张艳建议，继续推进

城市“10 分钟文化圈”建设，因地制宜推动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优化布局、完善功能、长

效管理，还要开展城市空间的文化“微更新”

改造，推出一批“家门口的好去处”，打造一

批适合休憩、交流活动的新型公共空间。

从“缺不缺、够不够”到“好不好、精不

精 ”，市 民 对 文 化 场 馆 的 需 求 也 在 逐 步 提

高。不少文化场馆里不仅有展览，还有如非

遗技艺、公益培训等体验课程。但市政协委

员李新华发现，同质化问题比较严重。他建

议市文化馆要充分发挥中心馆龙头作用，全

力打造面向湾区、面向世界的民间文化交流

中心；而广州艺术博物馆明清书画和历代岭

南绘画院藏极其丰富，一定要用好、用足这

个优势，打造能够展示中国精神、讲好岭南

故事、促进中外文明互鉴的文化窗口。

近日，《广州市关于推动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文化设施运营的实施办法》和《广州市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的实施办法》出台，加快了公共文化设施社

会化运营管理的进程。市政协委员钟慧表

示，付费讲解、文创产品等增值服务，能够提

升公共文化场馆自身的“造血”功能，希望能

出台公共文化设施收费管理政策文件，界定

收费标准。而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

家委员会委员杜佐祥则建议，可以从运营模

式系列化、运营主体多元化、运营服务多样

化、运营管理精细化等方面着手，提升公共

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管理水平。

在信息化时代，如何助推智能技术研发

与公共文化服务创新融合发展也是大家关

注的重点。张艳认为，首先要加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坚持“建”“用”并重，充分利用大

数据来分析优化馆内资源配置和讲解等服

务流程，提升体验感。“我认为，除了对图书

资源进行数字化提升，还可以对演艺产品进

行数字化赋能，比如推出精品剧目的数字化

产品，推出以某个艺术家为原型的数字化人

物……这些都可以拓展文化产品的传播渠

道，从而更好地走近年轻人、走进社会的每

一个角落。”

委员们的建议也得到了市有关部门的肯

定和采纳，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张胜表

示，将以新建大型文化设施投入使用为契机，

不断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进一步激发广

州文化活力，推动广州文化出新出彩。

广州市政协建言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文化羊城何以出新出彩？
本报记者 林仪 揭春雁

闽山苍苍，闽海泱泱。海洋，关乎产业，也

关乎民生。

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福建

人民创造了璀璨的海洋文化，在当代中国海洋文

化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些向海图强的万千故事，不只发生在过

去，也正铺展在眼前。”夏至时节，福建省政协

“弘扬海洋文化，赋能海上福建”重点课题调研

组走进“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

州，委员们深刻感受到，“踏浪新时代，福建与

海洋相拥逐梦的故事，仍在远航”。

当天，从英良集团、安踏集团，到世茂海上

丝绸之路博物馆，再到德化陶瓷博物馆等地，来

自省政协农工党界别、新闻出版界别、文艺界别

等多个界别的委员们，详细了解了泉州传承和弘

扬海洋文化方面的历史遗迹，并与有关专家、企

业负责人等围桌而坐，面对面进行深入交流。

《山海经》 曰：“闽在海中。”福建，3752 公

里的陆地海岸线绵延勾勒，2214 个海岛和 13.6 万

平方公里海域交相渲染。从史前南岛语族的逐岛

漂航，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互鉴交融，福

建发展的每一步，都浸染着海的印记。

在委员们看来，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从经

贸开始，绵延数千年，横跨数万里，慢慢沉淀

出文化交融的余韵。在新时代，要持续以“清

新福建”“全福游、有全福”品牌为引领，进一

步串联沿线海岛、海岸、海洋等多元海洋文旅

资源，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构建福建滨海

旅 游 带 ， 为 广 大 游 客 打 造 可 休 闲 度 假 、 可 研

学 、 可 运 动 、 可 生 活 的 优 质 滨 海 旅 游 目 的 地 。

同时，着力聚焦海洋文旅项目缺乏、资金投入

机制单一、发展合力尚未形成等问题，进一步

强化海洋文化旅游规划设计，打造渔旅融合新

业态，培育游艇产业发展，探索海岛合作开发

模式，精心策划一批“游海玩岛”文化旅游线

路，讲好福建海岛旅游、海洋文化故事，在新

征程上加快建设“海上福建”。

省政协副主席刘献祥则认为，泉州市立足自

然禀赋优势、深挖海洋文化资源，推动文旅经济

产业融合发展卓有成效。今后要继续加强历史文

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擦亮世界遗产的品牌，

让历史文化活起来，传承下去，展现世遗城市的

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讲好中国故事、海丝故

事。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一水相连。省政协主

席滕佳材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闽台融合为契

机，注重发挥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优

势，深化闽台海洋融合发展，推动闽台基础设施

应通尽通，拓宽台湾农渔业在大陆的发展路径，

真正以“海”为媒，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潮起潮落，此消彼长。放眼未来，福建正以

大海的胸怀和格局，赓续荣光、奋楫扬帆。

福建省政协助推弘扬海洋文化——

踏浪新时代 相拥海洋梦
本报记者 王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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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年 “ 凤 凰 城 ”、 2000 年 县 城 、 1000 年

“鬼城”……走进重庆丰都，翻开重庆历史文化

的又一精彩章节。7 月 15 日，重庆市政协文化文

史学习委一行人刚踏足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丰都

县，便马不停蹄地前往小官山古民居、名山等

地，展开了关于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

调研。

提升重庆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离不开

文化赋能“上分”。如何讲好重庆故事、塑造文

旅形象新 IP 是调研组此行关注的重点。

在名山孟婆庄，大家看到，不少游客正兴致

勃勃地手捧“孟婆茶”，打卡“时间邮局”，竞相

体验“一汤品味三生”文旅新项目。“与我多年

前来时相比，丰都旅游发生的变化令人刮目相

看，老景点用创新的文化表达形式吸引了更多游

客，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了地域特色文化。”陈若

愚委员由衷赞道。

委员们一致认为，丰都县系统梳理世界级文

化 IP“丰都鬼城”、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巴渝

神鸟”、国家级非遗项目“丰都庙会”等文化资

源，深化以孝善文化为共同价值理念的丰都文

化，在文旅融合中重塑游客体验，为“壮美长江

三峡”文旅名片增添了新光彩。

江水汤汤，山色苍苍。长江三峡重点风景名

胜区——忠县石宝寨宛如一座“江中盆景”，深

受中外游客青睐；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的新范

例——三峡留城·忠州巷子正在唤醒人们的城市

记忆……走进这座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忠”命名

的州县城市，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文化故事吸引着

调研组一行驻足聆听。

深入挖掘“忠文化”内涵，塑造忠县独有

的文化 IP，推动文化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

事融入全县旅游场景打造，是忠县以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为先机，助推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

践。调研组还了解到，6 月底，忠县政协围绕推

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进行了专题协商，建

议 结 合 “ 忠 州 八 景 ” 项 目 建 设 ， 加 强 “ 盐 文

化”“阙文化”“忠文化”“巴文化”等资源的转

化运用，打造好“烽烟三国”等“出圈”的文

旅 IP， 讲 好 三 峡 文 化 故 事 ， 让 游 客 “ 沉 浸 式 ”

感受文化魅力。

“打破‘山水依赖’，主攻出新，以文化带动

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让优秀文化和旅游资源

‘活’起来。”7 月 16 日，调研组和涪陵、忠县、

丰都政协及文旅部门、部分知名景区负责人一起

座谈交流，围绕持续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世界知

名旅游目的地、打好长江三峡“文化牌”出谋划

策。

深度挖掘文化本底和全面提升文化价值是

委员们热议的焦点。孟小军委员说，在以文铸

魂中精雕历史脉络，要注重赋予时代新意，彰

显 长 江 文 化 新 的 时 代 内 涵 ， 推 进 “ 文 化 创 意 、

旅游创业”的新融合。陈若愚建议，硬件打造

要突出“精”、文旅融合要突出“紧”、传统故

事要突出“新”，不断充实文化内容内涵，通过

多种表现形式丰富景区业态，进一步提升文旅

体验。

“长江三峡的拳头产品是什么？文化！”刘

晓年委员认为，扮靓长江三峡文旅名片，还要

整合资源串珠成链，创新宣传营销模式，推出

文物和文化遗产主题游路线，完善精品线路体

系，着力打造好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

区度假区。

重庆市政协调研塑造文旅形象新 IP——

文化赋能上分 扮靓文旅名片
本报记者 凌云

7月的天府大地，草木葱茏。位于四川省

眉山市的三苏祠博物馆再度迎来游客高峰。

游客们在讲解员和志愿者的带领下，瞻仰三

苏父子雕像，品读匾额楹联，听三苏家风家

教故事，感受三苏文化、东坡文化的魅力。

2022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

川视察眉山三苏祠时指出，“一滴水可以见

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

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两

年来，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

引领，四川正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更强的

历史自觉，着力推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不断赋予三苏文化、东坡文化

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推动“文

化瑰宝”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我们通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发挥政

协渠道优势，从多个方面向省委建言，促

使三苏文化写入了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决

定，相关工作纳入了省政府工作报告，让

传承发展三苏文化进入了全省工作的‘顶

层设计’，这在四川是前所未有的。”谈及

这两年全省三级政协助力三苏文化传承发

展所取得的成果，省政协常委、眉山市政

协主席黄剑东自豪地说道。

走进省政协机关，省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工作人员正忙着整理材料，为

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东坡遗址遗迹地政协协

商协作会议作准备。“把东坡行旅文物主题

游 径 置 于 中 国 文 物 主 题 游 径 建 设 首 位 。”

“建设三苏祠博物馆群落，拓展文化研究、

展陈展示、教育普及和活化利用等功能。”

“支持以现代舞、音乐剧、川剧等创新形式

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东坡文

化国际化传播。”一个个“金点子”无不凝

聚着委员们的汗水和智慧。

如何让三苏文化更好地融入当下、服

务今人？

在成都举办的“三苏文化与治国理政理

念和思维”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广东、海南、

四川的近 20 位专家学者共同鉴古观今，深

入研究挖掘三苏文化蕴含的治国理政理念

和思维，不少研究成果已融入各地工作实践

中。2023 年 11 月，来自 11 省 18 城的政协负

责人相聚眉山，召开首届东坡遗址遗迹地政

协协商协作会议，让“东坡文化”活起来、火

起来，根脉认同、遗存保护、深挖内涵、区域

联动成为普遍共识。

在 眉 山 ， 市 政 协 着 力 推 动 “ 书 香 政

协”建设，依托政协大讲堂、青年理论学

习 组 、 委 员 读 书 群 等 平 台 ， 传 播 三 苏 文

化。仅去年一年，就有 5000 多人次参加学

习。市政协委员王国平创办的眉山市第一

个具有综合性公共文化功能的“知行·悦

读坊”，举办了 800 多场东坡文化公益读书

活 动 ， 让 三 苏 文 化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 如

今，市政协正组织力量深入挖掘整理苏轼

在家乡的遗迹史料，编撰 《苏轼在眉山》、

编修 《眉山苏氏族谱》，填补东坡文化研究

的一个空白。

“东坡文化蕴含的仁爱情怀、法治思

想、旷达品性、坚韧精神等，具有穿越古

今、贯通中外、引发共鸣的永恒价值。”省

政协主席田向利表示，为更好助力把东坡

文化打造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展示可

信 、 可 爱 、 可 敬 的 中 国 形 象 ， 她 将 带 着

《苏轼书法全集》 前往韩国、日本多个城

市，以书为媒，深化双方人文交往、文化

交流，共同推动新时代中韩、中日友好合

作再上新台阶。

四川省市政协联袂推进——

让三苏文化融入当下服务今人
本报记者 韩冬 通讯员 曾玉

“全面加强‘和合界别汇’建设，将和合文

化融入界别工作，这是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新方法、新举措，也是更好坚持为国履

职、为民尽责的应有之义。”日前，在浙江省台

州市政协深入实施“界别工作提升年”暨“和合

界别汇”建设工作部署会上，市政协主席叶海燕

如是说。

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千百年来，浙东天台山以其瑰丽山水和历史积淀，

孕育了具有融合性与独创性的台州和合文化。

2016 年，“和合圣地”成为台州的城市新定位，《台

州市“和合圣地”建设行动纲要》中明确要把台州

建设成中华和合文化的标志地、实践地、传播地。

此后，和合文化全球论坛连续 3 年在台州天台召

开，推动多个国家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2022 年起，市政协每年协商议题中都有涉

及“和合文化”的重点议题。当优秀传统文化邂

逅政协创新实践，政协履职画卷里，“和合”新

风扑面。

从“厚植文化优势，打造高能级城市”“大

力提升‘和合’文化全球影响力”“在城乡建设

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不同切口，台州市

政协组织委员和有关专家，综合运用多种履职方

式献计出力。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陈文献委

员建议深入挖掘台州各地传统民俗、饮食文化、

遗存物件等方面蕴含的和合文化资源，宣传弘扬

这些百姓生活中的和合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使

和合文化更有群众基础。

近几年，台州市政协持续探索将和合文化融

入政协界别工作，深入打造“和合界别汇”品

牌，印发 《深化开展“和合界别汇”建设提升界

别工作水平的实施意见》 等系列文件，聚焦“五

深化五提升”15 项重点工作提出部署要求，其

中包括继续发挥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

心、和合委员讲堂、和合委员工作室、委员会客

厅等平台支撑作用，持续传递政协好声音。

助力打造和合 e 书吧，打通阅读服务“最后

一公里”；推动举办“中华和合文化节”，让和合

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助推成立和合调解团，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市县两级政协委员也

积极将“厚德载物、善解能容”的和合文化内涵嵌

入履职实践，在解决民生大小事的过程中让和合文

化浸润心灵、滋养生命。

今年，围绕推动台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

展，台州市政协还开展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与文

化产业，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台州实践”重

点课题调研，提出要加强和合书吧、文化驿站等设

施建设、打响“和合文化发源地”的台州文化研究

金名片等多项建议。

此外，市政协出品了城市读本 《台州有请》，

开设“台州有请”微信公众号专栏，以轻松诙谐的

语言、生动鲜活的故事，通过讲述台州的历史、人

文、地理、风物等方方面面，向更多读者传播和合

文化。

在一份份高质量、沉甸甸的“履职答卷”中，

和合文化在新时代不断焕发生机，也不断激荡着政

协工作的“一池春水”。

浙江台州市政协以“和合”聚共识——

助力打造中华和合文化鲜活样本
本报记者 鲍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