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

不少委員都關注11月由

粵港澳三地首次聯合舉

辦的第十五屆全國運動

會（全運會）。全國政

協委員、奧運冠軍楊揚

談及本屆全運會表示，

除了期待運動員的精彩

表現，也期待通過全運

會帶動粵港澳地區民眾

對體育運動的熱愛，以

及賽事背後三地在商業

等領域更進一步的協同

發展。

發揮粵港澳大灣區體育多元化價值

楊揚指出，體育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日
益多元化。過去更多的是見證競技體育為國家贏得

榮耀，自2008年以來，隨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普及以及體
育產業的蓬勃興起，體育的內涵得到了極大的拓展。今
年的全國兩會上，體育教育、體育產業、體育文化以及
體育交流等話題熱議不斷，這些正是體育多元化的生動
體現。
楊揚表示，大灣區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區域，為體育
價值的最大化發揮提供了無限可能。它不僅能夠促進粵
港澳三地在體育方面的深度融合，還能在商業合作、文
化交流等多個層面實現突破與創新，體育已然成為一個
推動區域發展的重要契機。作為一位資深的體育人，她
對此深感驕傲，並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充滿了無限的
憧憬與期待。
對於即將在粵港澳大灣區舉行的全運會，楊揚更是熱
切地期盼能夠見證運動員們的精彩表現。此次全運會亮
點紛呈，擊劍、鐵人三項、自行車等項目都是受關注的
焦點。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近年來在競技體育方面取得
了長足的進步，本次奧運會更是斬獲了兩枚金牌。她相
信，運動員們的卓越表現，將進一步激發粵港澳大灣區
民眾對體育的熱愛。

「把人留住」 以運動帶動經濟增長
以體育運動為引擎，促進經濟增長，其核心策略在於

吸引人才並留住人
心。近年來，隨着
北京冬季奧林匹克
運動會、哈爾濱亞
洲冬季運動會等一
系列高規格賽事的
成功舉辦，內地掀
起了一股前所未有
的「冰雪風潮」。
在此背景下，「冰
雪運動」與「冰雪
經濟」迅速成為備
受矚目的熱門話
題。
楊揚闡述了這

背 後 的 邏 輯 鏈
條。她表示，冰
雪運動的蓬勃發
展，正是冰雪經
濟興起的強大動
力。當越來越多
的人熱愛並投身
於冰雪運動時，
這將直接催生對冰雪運動器材、專業培訓、文化旅遊及
相關服務業的巨大需求。以河北崇禮舉例，北京冬奧會
之前只是一個小村子，到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
旅遊勝地、冰雪勝地，生動展現了冰雪運動背後所蘊藏
的無限經濟潛能。
楊揚強調，2022年北京冬奧會成功實現了讓3億人參

與冰雪運動。展望未來，關鍵在於如何進一步吸引並留
住這些冰雪愛好者，甚至擴大這一群體，讓冰雪運動真
正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而
為冰雪經濟的持續繁榮提供堅實的市場基礎與強大的消
費動力。
她還提到，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承擔大量體育器材

生產、加工的工作。事實上，中國的體育器材生產，已
經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貼牌加工，逐步轉化到如今打
造中國自己的體育品牌並提升美譽度、乃至提升科技含
量的層面，「中國企業在這方面，存在極大彎道超車的
可能性。」
最後，在分享國家隊奧運健兒訪港活動的感受時，楊

揚表示，儘管退役多年，奪金已成往事，但即便現在到
香港，還是偶爾會碰到體育迷來打招呼。「有時候在內
地都碰不到，但去香港可以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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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規劃確立香

港為八個重點領域的發展

中心（「八大中心」），

其中就包括「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對此，全

國政協委員、中國戲劇家

協會副主席、中國戲曲學

院院長尹曉東表示，將肩

負政協委員應有的責任擔

當，為祖國藝術事業的進

步與國家高質量發展，作

出新的更大貢獻。

●2025年2月7日，第九屆亞洲冬季運動會開幕式在哈爾濱舉行，第一棒火炬手楊揚在火炬傳
遞現場揮手致意。 （新華社）

●2019年11月
7日，楊揚在第
五屆世界反興奮
劑大會上當選
世界反興奮劑
機 構（WADA）
副主席。

（新華社）

楊揚：點燃民眾體育熱情以運動助經濟繁榮

尹曉東：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推動中華文化出海
發揚戲曲藝術推動文化出海

傳統文化創新與出海近年來備受關注。尹曉東表示，
任何一種藝術形式都是取材於生活、表現生活，都

應該跟隨社會生活的變遷不斷進行創新拓展，這是從藝
術本身出發、自藝術誕生之日起便有的命題。戲曲藝術
應該從內容開掘、表現形式豐富、藝術手段多樣等方面
着手尋求創新突破。
「對戲曲藝術而言，當下真正的挑戰在於，在互聯
網、新媒體、人工智能等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如果中
國戲曲脫離了這樣一個時代的發展軌道，那它有可能真
的變成一個遺產。」尹曉東說。
在文化出海方面，尹曉東稱，過去對外交流更多的是
演出和藝術研討，去年趁中法建交60周年之機，在法國
舉辦了戲曲相關的展覽、展映等豐富的活動，相信通過
這種多元立體的活動形式，能夠讓中國戲曲在海外的傳
播力和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
「今天我們坐在這裏，實際上就是一個中西文化相融
合、相貫通的表現。」他說，中國戲曲千百年的發展
史 ，正是不斷吸收不同文化養分的歷

程，中西文化的融合與貫通
是時代發展的趨勢。無論
是中國民族文化還是世
界其他文化，都面臨
着如何傳承經典與創
新發展的共同命題。
「正如山峰的攀登者
終將在頂峰相遇，中
西文化藝術的至高境
界必是精神的共鳴。」
他強調。

籲香港內地聯合培養藝術人才
尹曉東表示，藝術創新不僅體現在題材和內容、表現形

式與時俱進，還有人才培養上的創新，以及藝術展現手段
上的多樣化。
今年5月，中國戲曲學院計劃與香港演藝學院開展交

流活動，「這次希望拓展交流面，同時也跟香港更多的
藝術院校和機構達成合作。」他希望香港和內地或許可
以推出交換生或聯合培養機制，也可在冬令營、夏令營上
做好青少年培養，促進兩地青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融合。

樹立文化自信傳播中國聲音
尹曉東表示，近年來，樹立文化自信、傳遞中國聲音，

一直是文藝界的
重要命題。中國
戲曲是世界上獨
樹一幟的戲劇藝
術，與古希臘戲
劇、古印度梵劇
並稱世界三大古
老戲劇。構建具
有自身特質的戲

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不斷提升國家文
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世界影響力的必然要求。
他談到，當前中國戲曲雖然在藝術實踐和理論研究方
面都有顯著成就，但把戲曲作為一個學科，是近代才有
的事。一代代戲劇家雖然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和理論
成果，但對於系統構建中國戲曲「三大體系」，還顯得
相當薄弱，這與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和戲曲現代化建設
的成就極不相稱。
他建議，舉國家之力進行系統規劃，制定行動計
劃。發揮戲曲院校、科研院所、戲曲院團的各自優
勢，建立研究基地，並在此基礎上組建教學、科研、
實踐三位一體的國家級研究中心。此外，健全人才培
養體系，加大高層次實踐型和研究型拔尖人才培養力
度。重點研究和教學單位應適當擴大編制，聚集和留
住人才。
他還強調，要加強研究成果的海外傳播。學科和學術
體系的構建最終要形成有世界影響力的話語體系，要通
過對戲曲傳承發展歷程的研究，講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的生動實踐，通過舉辦中
外戲劇學術交流活動和加大學術專著的翻譯，發揮戲曲
在國際交往和傳播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無
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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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戲劇
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曲學
院院長尹曉東

●全國政協委員、奧運冠軍
楊揚 （新華社）

●2002年2月1日，楊揚在美國鹽湖城第19屆冬季奧運
會短道速滑女子500米頒獎儀式上領獎。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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