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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①）
怎么办?是安于现状、停滞不前，还是与时俱进、奋

起改革?
面对困难，市文化馆围绕服务旅游大局，当好张家

界地域特色文化品牌建设的科学决策者和创新推动者，
推动张家界多民族民俗文化蓬勃发展。利用节会，打响
品牌，春节过赶年、十五闹元宵、二月二抬毛菩萨节、
三月三山歌节、四月八牛王节、五月端午赛龙舟，六月
六民俗文化节、七月七女儿会、中秋戏曲艺术节、九月
守秋汇⋯⋯一月一节，甚至一月数节;联合民间艺人巧思
妙想，创造丰富多彩的表演样式，有原始粗犷茅古斯，
神秘多变傩愿戏，腔调婉转大庸阳戏，柔美多情桑植民
歌 ⋯⋯ 各 种 民 间 艺 人 尽 显 其 能 ， 各 种 民 间 艺 术 尽 相 荟
萃，真可谓“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另一方面，做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组织开展
舞蹈、音乐、戏曲等各类传统文化、现代艺术辅导培训
活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3 年来，以节日文化为“龙
头”、乡村文化为“阵地”、社区文化为“载体”、旅游文
化为“平台”，举行各类汇演活动达 5000 多场次，参演队
伍 10000 多支次，参演群众 10 万余人次，参加活动观众
上百万人次。

“社区文化日日有，广场文化周周演”。如今在张家
界，居民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免费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
化大餐。表演、竞赛、健身、阳戏等社区文化活动，举
目可观，触手可及，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家门口文
化”。

带队伍，实现文化传承
前不久，市文化馆举办的首届“土家族鼓”培训班

开班，邀请 84 岁高龄的土家族民间鼓王邹启祥担任主讲
师，现场传授独具传统民族特色的土家族鼓打法，50 名
土家族鼓爱好者表示收获满满。

近 年 来 ， 市 文 化 馆 通 过 “ 请 进 来 、 送 出 去 、 压 担
子”等方式，多渠道、多形态培养人才，形成储备一
批、选拔一批、培养一批、使用一批的良性循环，为推
动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承奠定了人才基础。

一方面，培育壮大文艺工作者队伍，建立和完善民
间不同艺术门类文艺队伍，先后组织民间文艺骨干成立
和注册张家界老艺仁文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老船头艺
术团、民间溜子队、广场舞队、曲艺团、艺苑创业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等民间文艺团体 1500 多支，吸纳文艺骨干
10000 余人，成为推动张家界文化繁荣发展主力军;另一
方面，激活民间艺人和传承人创作积极性，推陈出新，
打造本土文化名人，先后涌现出鲁絮、胡情、歌梅拉组
合、扎扎朵组合等名人、名组合、他们从田间地头到央
视大舞台，从“民星”到“明星”，真正把最美的音符、
最美的文化，种到了人民群众的心灵深处。

“采取活动‘养’、交叉‘学’、企业‘保’、学校
‘培’、创新‘传’、队伍‘演’等方式，使民间艺术和民
俗文化重放光彩。”覃大钧介绍，几年来，市文化馆编写
出版 《张家界土家文化探秘》 一书，系统介绍土家族人
文山水、农耕文化、祖先歌舞、民间语文、非物遗韵、
乡风民俗等内容，让张家界土家文化走到世人面前;整合
馆内外文化人才，对民间狮子灯、龙灯、曲艺、花灯等
进行重新编排，激活零散知名民间特色艺术传承人的创
作能力，挖掘出有 17 大类 730 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
小学课间操引入摆手舞、土家武术、土家花灯、土家打
溜子、板板龙灯、白族仗鼓舞等内容，打造一校一品、
一班一歌特色文化，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又传承了
民族记忆。

形品牌，创造文化精品
“逮哈子逮哈子逮哈子哎，快快逮哈子哎，土家缘分

最长久最长久哎。逮哈子逮哈子逮哈子哎，好好逮哈子
哎，土家情义最深厚最深厚哎⋯⋯”在市文化馆的大力
支持和覃大钧馆长的倾心指导下，本土青年作家鲁絮作
词、音乐人胡情作曲的新土家风歌曲 《逮哈子》 多次唱
上央视，俨然已成张家界的“歌名片”和“歌请柬”。

近年来，市文化馆围绕文化强市战略目标，突出繁
荣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两个主题，通过市区县文化
馆之间、民间艺人之间、特色文化项目之间的交流协
作，取长补短，完善技艺，推陈出新，打造了大庸武术
硬气功、桑植民歌、元宵灯会、张家界阳戏等一系列独
具特色的文化品牌。

同时，针对数百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市文化馆还通
过挖掘整理和改编创新，推出一大批精品力作。《阳戏新
唱》《舞动张家界》《土家农耕歌》《打硪号子》《传统的
印记》 等 50 多个特色文化项目被改编为老年人爱跳、年
轻人爱学、群众喜爱的原创广场舞，实现传统非物质文
化遗产与最基层群众的“亲密接触”;此外，组织近 20 人
的专家队伍，挖掘以拦代迎、以礼为恭、以唱为敬、以
拦代送礼仪，整理出迎宾、敬酒和送客等一套完整的张
家界民俗礼仪，成立张家界首支礼仪队，多次接待国内
外贵宾，受到高度肯定。

从非物质文化挖掘整理到土家民俗文化推陈出新，
从大型主题活动有声有色到文化活动好戏连台，从一批
批优秀文艺精品的创作到一个个文化团体的壮大⋯⋯在
市文化馆的推动下，张家界文化活动风生水起，不仅让
群众大饱眼福，更让群众登上舞台，书写了一幅幅绚丽
的文化画卷。

“山水与文化齐辉，文化与旅游融合。”如今，张家
界的文化已经成为与张家界山水齐名的重要名片，成为
张家界旅游新的更美的风景。

根据张办发 〔2005〕 1 号文件和张定办 〔2017〕 69 号文件精神，按照自愿申报的原则，经过层层审核把关、考察考评，报区文明委领导同意，现对 《张家界市永定区 2018 届 （首届） 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建议名单》 予以公示，听取社会各界意
见，接受广大群众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邮件、电话等方式自公示之日起向张家界市永定区文明办反映。为便于了解情况，来信、来电等请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公示时间：2019 年 1 月 7 日至 2019 年 1 月 13 日
联系电话：0744－8596160 电子邮箱：1023291417＠qq.com
地址：张家界市永定区文明办 （永定区区治大院 1604 室） 邮政编码：427000

张家界市永定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7 日

2018 届张家界市永定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建议名单公示公告

一、张家界市永定区文明单位 （10 个）
中共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党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区民政和民族宗教局、区教育局、区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区信访局、区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张家界市国土资源局永定分局
二、张家界市永定区文明村镇 （2 个）
天门山镇、崇文街道办事处代家湾村

2018 届张家界市永定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建议名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宣传文
化战线高举改革旗帜、坚定文化自信、锐意
攻坚克难，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在新的起点上
纵深拓展，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大大激
发，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
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创新局
面。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提升
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坚持“一镇一品”“一村一韵”，浙江台
州因地制宜打造农村文化礼堂，成为乡村文
化新地标；安徽铜陵着力构建城乡舞台体系
建设丰富基层文化产品供给，“将舞台建到
群众身边、将活动送到百姓眼前”；贵州毕
节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扶贫，新时代
农民讲习所实现市县乡村全覆盖⋯⋯

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是人民美好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按照国家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各地大力推进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努力打造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
基层样本。

来 自 文 化 部 门 的 数 据 显 示 ， 目 前 ， 中
央、省、市、县、乡、村六级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确立，以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乡镇 （街道） 综合文化站、村 （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重点，以流动文化设

施和数字文化设施为补充，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不断完善。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每年开
展 活 动 近 200 万 次 ， 服 务 群 众 达 5、 6 亿 人
次。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制 度 不 断 完 善
文化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国家艺术基金的有益探索可谓文化治理
体系现代化创新的成功实践——

自 2013 年底设立以来，国家艺术基金 5
年共立项资助项目 4013 个，资助金额 33.4 亿
元，支持创作了一批优秀艺术作品，培养了
一批优秀艺术创作后备人才。

五年多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不断完善，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
高。

文化法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出台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网络安
全法、公共图书馆法等重要法律。

文 化 产 品 创 作 生 产 引 导 体 系 进 一 步 完
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大力
倡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全国性
文艺评奖改革压数量提质量力推精品。

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国家新闻出版
署、国家电影局统一揭牌，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新
机构挂牌组建。

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持续深化。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

设全面加强，明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
应占 50％以上”。

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
为 609.76 亿元，国产电影总票房为 378.97 亿
元，市场占比为 62.15％，市场主体地位更
加稳固。

中国电影保持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是
中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动注脚。

自 2012 年至 2017 年间，文化产业增加
值呈逐年上升趋势，从 1.8 万亿元增加到近
3.5 万 亿 元 ， 占 GDP 的 比 重 从 2012 年 的
3.48％增加到 2017 年的 4.2％。

迈入新时代，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构
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一批文化
企业和品牌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
效益不断提升。

加大骨干文化企业培育力度，鼓励和引
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形成以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
局 。“ 文 化 ＋ ” 与 教 育 、 信 息 、 旅 游 、 体
育、建筑设计及相关制造业深度融合；对接

“ 互 联 网 ＋ ” 战 略 ， 文 化 与 科 技 “ 双 轮 驱
动”， 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迅
猛发展。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化焕发
时代风采

贵州麻料村依托传统工艺工作站生产银
饰和纪念品，发展乡村旅游，改变贫困状
况；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吾屯村从
事唐卡绘画户占全村 98％，人均年收入从 5
年前 5000 余元增加到 3 万余元；湖南湘西传
统工艺工作站提出“让妈妈回家”计划，让
拥有苗绣技艺外出打工的妈妈实现“守着
娃，绣着花，养活自己又养家”⋯⋯近年
来，文化和旅游部门大力推进文化扶贫，振
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取得明显成效。

从非遗成为精准扶贫重要抓手，到 《记
住乡愁》《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诗词大
会》 等一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品
牌广受欢迎；从整理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开
通运行“中华古籍资源库”，到推动戏曲进
校园、进乡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

与此同时，彰显时代创新、体现人类共
同价值追求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引来四海瞩
目。我国与 157 个国家签署文化合作协定，
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机
制，打造“感知中国”“欢乐春节”“四海同
春”等文化交流品牌，举办世界汉学大会等
高层次交流活动，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
显著增强。

今天，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
自信，书写文化改革发展绚丽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1 月 5 日电

坚定文化自信 焕发时代风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综述

新华社记者 周玮

（上接 1 版②）
专业

从 2000 年 独 自 一 人 背 包 到 广 州 工 作 ，
到现在自主创业。大学毕业后十多年的风雨
磨砺，高波不忘初心、专心专注、稳健前
行，先后获得了网络设计师、PMP （国际项
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广
州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广东省政府采购评
审专家、广州市科技项目评审专家等诸多荣
誉。

专注成就专业。从最初的技术员、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项目经理到高级项目经
理，再到市级、省级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科 技 专 家 ， 从 2000 年 的 第 一 份 工 作 开 始 ，
高波用勤奋和努力不断地为自己的专业提质
升级，逐步成为科技领域里的佼佼者。

工作十多年，高波始终坚持学习。2002
年，高波在广州一家负责高速公路智能化项
目的公司担任工程师。为了熟练掌握信息化
工程的项目流程，高波一年四季奔赴到全国
各地的项目工地，认真学习工程中的各个环
节，小到户外接线的基础工作，大到招投
标、项目管理等环节，实现了从只懂技术的
工程师转变为懂管理的高级项目经理。为了
弥补专业知识上的不足，2003 年，他参加了

国家信息产业部的项目经理培训，先后获得
了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资质。为了进一
步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2005 年，他又考取
了华南理工大学项目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一
边工作一边读书。

“现在的日常工作中，除了经营自己的
公司，还会去参加一些社会公共事务。”高
波告诉记者，因为担任了广东省和广州市两
级政府的采购评审专家，他定期去省、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及其他招标代理机构参加项
目评审。同时还作为广州市的科技评审专家
参与了很多高新技术项目在广州的落地工
作。对于这些工作，高波说既是一份荣誉更
是一份责任。而这份荣誉取得的背后，也是
他多年的辛勤付出。

情怀
“把证件放在指定位置扫描，书的柜门

自动解锁，拿出或放入书籍后关上柜门即可
完 成 图 书 借 还 ， 整 个 过 程 只 持 续 了 几 秒
钟。”采访中，记者在高波的公司里看到，
由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微型图书馆产品使借
还图书变得非常地简便快捷。高波介绍说，
整个借还书过程完成后，后台还有大数据统
计分析功能，可以对图书馆的进出馆人数、

图书流通率、借阅排行榜等数据进行实时展
示。通过大数据分析决策系统，对读者的阅
读行为进行深入分析，了解读者的阅读习惯
和兴趣，推荐感兴趣的图书，并根据数据指
导图书采购。

2011 年，高波决定迎接新的挑战，开始
创业，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
路。在众多的研究方向上，他选择了基于
RFID 技术 （无线射频识别） 的物联网产品
研发，并且从少有人涉足的图书和档案领域
入手，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高科技品牌。经
过几年的发展，他的公司研发了非常完善和
丰富的产品，包括图书馆管理系统、自助借
还书机、RFID 安全门、微型图书馆、电子
阅读机、智慧阅读管理平台等软硬件产品共
计 20 多个，并将当前最先进的多种人工智
能技术集成应用在产品里，取得了多项国家
专利证书和软件著作权。他的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了广州
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计算机信息
系统集成资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员
等资质和荣誉。

2018 年 11 月，他的公司以中国教育装
备行业协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第 75 届中国

教育装备展示会。在展会上，由他的团队研
发的微型图书馆无论从造型、设计、功能等
方面都要优于同行业产品，简捷的操作流
程、良好的用户体验，使该产品受到了来自
全国各地众多客商的青睐。现在，他的智慧
图书馆相关产品已被广东、湖南、江西、陕
西、山东、北京等地的学校、公共图书馆所
应用。

“我们研发的产品是面向教育的，做教
育是需要情怀的。”高波告诉记者，他研发
的智慧图书馆是助力国家“倡导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社会”的要求，服务于图书阅读的
产品。 采访中，高波还向记者表达了他的
一个心愿，他说，作为一名靠着读书走出来
的张家界人，他更希望能将自己的产品应用
到家乡的学校和图书馆里，让家乡的孩子有
更好的阅读条件，能通过读书接触到外面更
广阔的世界。高波表示，他甚至愿意为家乡
的几所学校免费建设智慧图书馆，作为书香
校园建设的示范点，让“书香”启迪师生们
的智慧，让“阅读”滋润孩子们的童年。并
希望能通过相关渠道将这个心愿落地到家
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
量。

1 月 5 日，一名小观众在参观展览。
当日，南京博物院为迎接农历猪年新春举办的“富贵猪——南京博物院藏猪文物展”开幕。展览展出历代各类猪题

材文物 80 多件 （套），包括陶塑、瓷器、玉器、砖雕、书画、皮影、年画、剪纸、玩具、饰品等，向观众介绍与猪有关的
古代农耕文明、传统猪生肖文化与习俗。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新华社天津 1 月 6 日电 （记者周润健） 6 日，进入农历十二月，民间
俗称“腊月”，腊八飘香，年味渐浓，农历己亥猪年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天文专家表示，同即将过去的农历戊戌狗年一样，农历己亥猪年也是一
个平年，共有 354 天。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教育专家赵之珩介绍说，农历戊戌狗年
从 2018 年 2 月 16 日开始，到 2019 年 2 月 4 日结束，共 354 天。即将到来的
农历己亥猪年从 2019 年 2 月 5 日开始，到 2020 年 1 月 24 日结束，也刚好
354 天。农历己亥猪年之后的农历庚子鼠年因为有一个“闰四月”，这一
年共有 384 天。

赵之珩解释说，现在世界通用历法有 3 种：阳历、阴历和阴阳历。阳
历是按照太阳两次通过春分点 （即两次“春分”节气之间） 的时间间隔
为 1 年，叫做“回归年”，周期为 365.2422 天，这就是目前世界通用的

“公历”。阳历的长度是平年 365 天，闰年 366 天。
与阳历不同的是，阴历是按照月亮圆缺变化周期安排的，每个月平

均为 29.5306 天，1 年 12 个月，有 354.3672 天，比阳历的年少 11 天左右。
为了协调阳历与阴历之间的天数，于是产生了阴阳历，即现行的农

历，采用的方法是“19 年 7 闰”法，即在 19 个农历年中加上 7 个闰年。
农历闰年因为多了个闰月，因此一年有 383 天至 385 天，而农历平年一般
有 353 天至 355 天。

赵之珩表示，即将到来的农历己亥猪年是一个平年，有 6 个大月 （30
天） 和 6 个小月 （29 天），共有 354 天。

天文专家特别提醒说，正月初一是农历生肖年的开始，具体到农历
己亥猪年，在 2019 年 2 月 5 日至 2020 年 1 月 24 日之间出生的小孩都属猪。

即将到来的农历己亥猪年
是平年共有 354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