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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暑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上海自然博物馆参观。该展馆采取实名制分时段购票参观、参观人数分时限流、发
布次日参观人数预测等举措，加强防疫常态化管理。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据新华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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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面小康与民族复兴相互激
荡的奋斗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主旋律更加响
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更加
彰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一个百花齐放、文化更加繁荣的中国
正在向我们走来。

唱响小康路上美好新生活
“人民的向往要牢记哟，撸起袖

子加油干。全面小康步步高哟，开启
建设新征程。”5月15日，甘肃省金昌
市永昌县城关镇天锦苑社区举办的

“草根宣讲”进小区活动中，74 岁老
党员金定国唱起自编小曲《新思想能
动人的心》。

“用小故事讲大道理，用乡土
话传新思想，群众喜闻乐见。”金定
国说。

在金昌，“新时代文明实践”浸润
百姓新生活，特色“服务菜单”惠及千
家万户：“文明实践半小时”“云课堂·
微宣讲”把牢文明实践航向标；“好婆
媳、好邻里点赞”让家庭更温馨、邻里
更和谐；“孝善矩阵”“分餐夹”传递文
明乡风正能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新需求，我国大力推动文
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
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从6月1日开始，内蒙古推出“乌

兰牧骑月·一切为了人民”主题活动，
全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开展脱贫攻
坚政策宣传、“微讲堂”在线辅导、民
族艺术进校园等活动，唱响小康路上
牧民新生活。

3月28日开幕的2020年上海市
民文化节，以“文化上海云”为主平
台，推出“享艺不停”“云游云购”等活
动，上线首日点击量突破 1000 万人
次；“全面奔小康”知识大赛吸引人们
边学习边答题，比照生活感受小康的
美好。

一年一度的国际灯光节，是广州
与市民、游客的浪漫约定。从3D楼
体投影、激光歌舞秀，到创意灯光作
品大赛、动漫嘉年华，“文化+科技”
点亮百姓生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文化改革发
展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 2019 年
底，我国群众文化机构 44073 个，全
年共组织开展文化活动245万场次；
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继续保持平稳
较快发展，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
劲，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
业营业收入86624亿元；2019年全国
电影总票房突破 642 亿元，《我和我
的祖国》《流浪地球》等国产片用中国
故事赢得观众……

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小
康的应有之义。放眼新时代，温暖人
心的文化惠民工程，遍地开花的精神
文明创建，有诗亦有远方的文旅融合
发展，为全面小康筑牢文化根基。

践行核心价值观做时代新人
从《热干面加油》，到《热干面醒

了》《热干面，好久不见》，再到《稳住，
炸酱面》，天津女孩陈雨婷的漫画作
品一时间成为“刷屏”之作。“用记忆
深处故乡的味道唤起大家的温暖与
爱，一同为湖北打气，为北京加油。”
陈雨婷说。

关注抗疫一线的人间大爱与高
尚情怀，中国作家协会 2020 年度重
点作品扶持增设“抗击疫情”主题专
项，《保卫呼吸》《金银潭》等作品真情
讲述中国抗击疫情感人故事。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们
又一次深刻感知与领悟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坚定自信、弘
扬民族精神的强大感召力。

5月下旬，山东济南市育英中学
学生陆续返校复课。“居家期间的重
要纪念日，我们没有虚度。在学雷锋
纪念日、五四青年节，我们写下诗歌、
散文，借助网络交流朗诵。”初二学生
李雨翰说，在“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
代新人”主题德育课上，老师以波澜
壮阔的抗疫历程启发培养同学们与
时代同频共振的家国情怀。

随着“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
新人”主题教育活动在全国开展，广
大青少年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前行力
量，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以文化人，培根铸魂。近年来，
丰富多彩的文化服务、艺术实践以精
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中国
美术馆“为新时代人物塑像”，融会公
共教育和艺术创作；中国文联组建小
分队开展慰问演出、文化帮扶，为脱
贫攻坚第一线广大群众加油鼓劲；广

电总局深化实施“新时代精品”工程，
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建党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
点为坐标，努力打造现象级作品。

进入7月，井冈山等革命圣地游
客渐多，人们来到这里亲身体会革命
文化、重温革命精神。

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红色
旅游讲解模式准确解读革命历史，让
游客有所感、有所悟；福建古田景区
推出“红土润心、薪火相传”等精品线
路，把红色资源转化为“红色课堂”；
云直播走进宁夏固原六盘山红军长
征景区，通过镜头激励人们走好新时
代长征路……

坚定文化自信留住新乡愁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是

藏族、羌族、汉族等各民族文化交融
之地，形成了独特的嘉绒藏族文化。

青翠山谷里，绣娘们围坐在一
起，一边谈笑、一边用巧手穿针引线，
上下翻飞间，一套套精美别致的嘉绒
服饰制成了。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
“嘉毪绒”手工艺品工坊参加了“非遗
购物节”，绣娘们缝制的藏装线上线
下销售金额达18万元。

56岁的丹巴县巴底镇培尔村贫
困户阿木和丈夫在工坊务工，一个月
最多时能挣到 5000 多元，家里在去
年脱了贫。“现在游客越来越多，以后
还想把家里打造成民宿。”阿木高兴
地说。

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为脱贫致
富带来新生机。文化和旅游部提供

的数字显示，全国设立的非遗扶贫就
业工坊已经超过 2000 所，带动近 50
万人就业、20 多万贫困户脱贫。在
奔小康的路上，文化自信留住了“老
手艺”，编织出“新乡愁”。

2019 年春节，从“紫禁城里过
大年”到赏灯“上元之夜”，“博物馆
里过大年”渐成新年俗；今年疫情
期间，《全景故宫》《实境苏州博物
馆》等一批数字项目上线，宅家“云
观展”成为文化生活新方式……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
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活”起来，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

作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的圣地，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
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此，中国已
有 55 项世界遗产，40 个项目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居
世界前列。

2020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
迎来首个“杭州良渚日”。公园 5G
全覆盖、科技监测可视化、“云展览”
精彩纷呈、文创产品层出不穷，还有
创意市集、研学实践、互动游戏等

“亲民”活动，古老遗产就这样融入
现代生活，有声有色讲述中华文明
的故事。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张俊杰说：“我们有信
心把这一厚重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好、管理好、传承好，让保护成果惠及
更多群众，让良渚展示永久魅力、绽
放时代风采。” ■周玮

让百花的芬芳沁润心田
——从“文化更加繁荣”品味我们的小康生活

据新华社“去爬山吗？”“您看我
还有机会吗？”“一起唱《小白船》
吧！”……来自悬疑网剧《隐秘的角
落》的台词，成为当下流行语。

这部 12 集网剧已经落幕，相关
讨论还在持续发酵中。受访专家和
业界人士认为，从此前的“长剧”长时
间统领荧屏，到今年短剧市场的火
热，释放出国产电视剧市场变革重要
讯息。

“内容为王”：关注社会现实
6月中旬，爱奇艺迷雾剧场第二

部作品《隐秘的角落》一上线，立即赢
得好口碑，成为多个电视剧榜单热度
第一名。多个平台一直持续着对剧
情的讨论。

不同的是，这部网剧只有12集，
且单集时长自由，从30多分钟到70
多分钟不等。依情节定时长，成为一
大特色，获得好评。

爱奇艺副总裁、自制剧开发中
心总经理戴莹介绍：“短剧集最重要
的优势在于以小见大，内容更丰富
灵活。短剧集要有吸引观众追下去
的剧情悬念，悬疑题材恰好具备这
个特点。”

专家认为，该剧之所以引发关
注，不只是演员出彩、制作精良，更
在于其触及原生家庭、学校教育、
儿童心理等严肃话题；对剧中人物
性格、命运、结局热议的背后，实则

“代入”了观众对社会现实的关切
与思考。

“短剧”走俏：注重剧集质量
从今年4月广受好评的《我是余

欢水》，再到《十日游戏》《隐秘的角
落》……短剧集模式在 2020 年上半
年均取得不错成绩。

“这是市场规律使然，也是观众
对冗长及注水剧的抛弃；同时体现了
平台主动打造品牌的意识。”浙江师
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教授黄
钟军说。

“当下，用户生活节奏加快，时间
相对碎片化，短剧集的体量非常适合
网生一代和节奏紧张的用户们。”戴
莹分析。

黄钟军认为，高质量的短剧集会
让人耳目一新；相比剧集时长，观众
更在乎的是剧集的质量。

“在制作成本和收益方面，短
剧集承担的风险更高。但经验告
诉我们，好的内容值得创新和尝
试，用户追看和付费的意愿会很
强。”戴莹说。

“中剧”未来：尊重创作规律
从几年前的《白夜追凶》，到新近

的《隐秘的角落》，国产网剧依靠观看
模式、题材类型等方面的优势，为中
国电视剧市场注入新活力。如何真
正建立与美剧、韩剧等对应的“中剧”
概念，为业界所期待。

在优酷剧集中心总经理谢颖
看来，两个“抓手”是未来中国影视
行业“突围”的关键：具有文化和社
会价值的原创内容；标准化的制作
流程。

“要以精品创作为导向，以标准
化制作流程为支撑；只有建立起行业
标准，才能防止电视剧市场的鱼龙混
杂。”谢颖说。

“说到底，中国电视剧的制作，
从根本上还是要尊重并回归艺术创
作规律，必须先把故事写好，制作上
更精良。这才是中国电视剧走向未
来的关键。”黄钟军说。

■周自扬 邓瑞璇 杨淑馨

据新华社 脱胎于公共图书馆体
系的居委图书室，上海在徐汇区尝试
打造社区智慧阅读平台。这个被称
作“灯塔书房”的平台网络近日“点
亮”启动，寓意让阅读像“灯塔”一样
照亮社区生活，引领生活方式。

在上海中心城区大体量公租房项
目龙南佳苑中，已设立了“灯塔书房”，
一楼放置了自助借阅机，海报栏定期
更新活动预告；二楼色彩缤纷的书架

摆满了徐汇区图书馆配送的300多本
各类图书，搭配多种阅读装置，提供平
面、音视频等多种维度的阅读体验。

上海徐汇在深入推进公共图书
馆的系统建设中，着力推动社区文化
场所的建设改造。此次实施“灯塔书
房”阅读计划，就聚焦新型阅读平台
的打造和服务理念的升级，努力满足
不同社区居民的阅读需求。同时，在
整体主旨风格统一的基础上，每家

“灯塔书房”都具有个性鲜明的区域
特色，并专门设计主题阅读活动，以
期形成一种融合文化、历史、音乐的
新型学习活动体验。

上海徐汇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
说，阅读并不仅仅指读书，它可以是
读人、读事，读一座建筑、一路风景、
一个城市。“写一篇笔记，拍一张照
片，制作一个视频博客，都可以增长
知识，开阔眼界，引发思考。” ■李荣

内容+质量——

网剧《隐秘的角落》热播启示

上海“点亮”灯塔书房：

打造社区智慧阅读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