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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劇《紅樓夢》在
全國形成「出圈」影
響。 （新華社）

堅守人民立場
引領主題精品創作

電視劇《人世間》《北上》、舞劇《紅樓夢》在全國形成
「出圈」影響；戲曲百戲（昆山）盛典實現全國348種傳

統戲曲「大團圓」；昆劇《瞿秋白》等獲全國精神文明建設
「五個一工程」獎……近年來，江蘇文藝在全國的顯示度、影
響力不斷提升。
江蘇省文化領域繁榮發展的「密碼」是什麼？在座談會

上，通過江蘇省委宣傳部有關負責同志的介紹，調研組獲得
了一些答案——堅持全領域協同，健全重大題材發布推介、
重點項目評估論證、重點作品跟蹤推進、優秀作品傳播推廣
等文藝創作生產服務引導組織工作流程；全要素集聚，健全
政策保障、資金統籌、平台支撐等關鍵機制，為文藝創作提
供保障；全鏈條推進，堅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雙輪驅
動」，促進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向提升；全周期扶持，設
立重大題材扶持資助資金、優秀文藝成果獎勵資金等，做好
文藝創作扶持和激勵引導；全過程推廣，創辦打響「紫金文
化」「揚子江文學」品牌，構建以精品展示、人才推介、文
化惠民為內容的平台體系……
「江蘇作為經濟和文化強省，文化積澱深厚，人才優勢突
出，具有提高文化原創力的條件和資源優勢。」調研組充分肯
定了江蘇省在打造文藝創作生產「五全」機制方面的有益探索
與成效。
調研組表示，文藝創作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
向，用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的文藝精品，不斷滿足
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文藝界人
民團體要團結帶領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深入生活、紮根人民，
通過重大主題牽引、制定規劃指引、評獎評論引導等舉措，為
文藝創作提供高質量保障。
「文藝創作要把握好正確方向，把創作觸角深入偉大時

代。」全國政協委員王寧認為，文藝創作要致力於提升思想高
度，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要致力於
提升大眾文化素養、溫潤人民心靈；要觀照大眾精神文化需
求，創作讓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要致力於推動作品「走
出去」，不斷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全國政協委員李駿虎表示，要鼓勵創作者走進基層一線、深入
農村社區蹲點采風創作，幫助其熟悉新發展、發現新生活、掌握
新素材，講好各領域發展故事，塑造各行業新時代典型人物，創
作更多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

優化創作環境
鍛造高水平人才隊伍

在江蘇省演藝集團排練廳，委員們駐
足觀看京劇《穆桂英掛帥》和音樂劇
《天．夢》的排練現場，青年演藝人員
認真投入的演出狀態和扎實專業的表演
功底深深打動了委員們。
從南京到蘇州、無錫，昆曲、評彈、

揚劇等地方戲劇佳作頻出，文藝工作者
熱情高漲。然而，隨着調研的深入，委
員們發現：部分國有文藝院團面臨着經
營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創作生產能力不
足、「兩個效益」平衡困難的問題。
「江蘇是我的家鄉，在家鄉調研感受

很特別。儘管一些文化企事業單位面臨
各自的發展問題，但大家沒有抱怨、沒
有退縮，而是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尋求解
決方案，這給了我很大的鼓舞。這種對創作的堅定信念和豐沛
熱情是持續打造精品、克服發展困難的關鍵。」全國政協委員
畢飛宇感慨道。
優秀文藝作品的生產離不開良好的創作環境。國有文藝院團是

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中堅力量，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發展
文化產業的重要力量。調研組表示，要抓好管理，創新管理體制
和運行機制，持續提升標準化、規範化、科學化建設能力；要抓
好作品，以演出為中心環節，推動打造更多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統
一的優秀作品；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與經濟效
益相統一，在出人、出戲、出效益方面積極探索。
調研路上，文藝人才梯隊建設也是委員們關注的重點。
連續舉辦五屆「鳳凰作者年會」、三屆「鳳凰文學獎暨鳳凰

文學之夜」，開辦文學沙龍，為海內外優秀作者提供交流平
台……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用品牌活動聚合作者資源、孵化原創
精品的模式獲得了委員們的稱讚。
「在創作人才的『引用留育』方面又有哪些好經驗？」聽完

介紹，調研組進一步問道。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負責人說，集團積極匯集名家資源、發揮名
家引領作用，設立名家工作室、配套名編輯工作室；注重挖掘培
養新人，設立新大眾文學中心，助力文學新人成長。同時，打造
文藝創作全流程信息化系統，為作者做好全鏈條服務。
青年文藝工作者是文藝事業發展的生力軍。全國政協文化文史

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傅興國建議，完善文化領域優
秀青年人才全鏈條培養制度，給予青年人才更多的
信任、更好的幫助、更有力的支持，支持青年人才
挑大樑、當主角；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
導向的文化領域人才評價體系，充分釋放創作潛力
與活力。
全國政協委員王麗萍呼籲，深化「名師帶徒」

機制，提高文藝工作者的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培
養熱愛文藝的「接班人」；重視融媒體環境下青年
文藝工作者的成長成才，助力他們打造文藝品牌、
持續健康發展；適當增加各類獎項的「新人獎」比
例，增加對青年文藝工作者的扶持資金。

堅持「兩個結合」
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在蘇州高新區的蘇州民族管弦音樂廳，伴隨着
指揮家輕抬指揮棒，一曲獨具江蘇民歌韻味的
《茉莉花》在演奏大廳奏響，耳熟能詳的旋律打
動了在場的委員們。

蘇州民族管弦樂團負責人介紹說，樂團秉承「絲竹江南，絲竹
交響」的藝術創作理念，堅持原創、傳承、改編「三手抓三手
硬」的創作舉措，建立委約創作工作機制，系統組織創作者開展
實地采風、專題研討等實踐活動，致力於打造彰顯蘇州品質、江
蘇風格、中國氣派的優秀原創作品。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好的作品可以超越語言、國界的藩
籬。」作為蘇州民族管弦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全國政協委
員彭家鵬有感而發：「中國民族音樂的蓬勃發展離不開中華文明
幾千年的歷史積澱和深厚內涵。」他認為，文藝創作要紮根中國
文化深厚土壤，不斷挖掘、傳承、弘揚本民族文化特色，積極推
動作品「走出去」，向世界傳遞中國當代鮮活的聲音。
在全國政協委員詹勇看來，音樂與繪畫具有共通性。「音樂
通過旋律的跌宕起伏傳遞情感，繪畫通過線條勾勒、構圖布局
表達想法。國畫創作講究『疏可跑馬、密不透風』，追求畫面
的和諧平衡與動人的韻律感，這與音樂給人的感覺是相似
的。」詹勇表示，藝術創作要先觸動自我、叩擊自己的心靈，
才能打動觀眾、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
從融合傳統與現代之美的蘇州博物館，到大隱隱於市、浸潤

江南書香文脈的東林書院，再到活化歷史風貌、打造文旅新地
標的無錫惠山映月里街區，江南文化的活態傳承給委員們留下
了深刻印象。
在江蘇省廣播電視總台，人工智能被廣泛應用到視聽產品製作
各環節；在江蘇省現代美術館，學生的畢業作品展彰顯了藝術在
數智時代主動更新求變之姿；在無錫國際數字電影產業園，5G
智慧虛擬攝影巨幕帶來的「黑科技」讓「所拍即所得」成為可
能……一項項藝術與技術的巧妙對接讓委員們眼前一亮。
在江蘇，文化的新潮與古典在此交織澎湃，千年歷史躍動出

新的活力。調研組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聽。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閻晶明認為，作為文

化大省，江蘇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當代江蘇文
學藝術始終處於活躍狀態。要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繁榮發
展的更高期待，勇於擔當新的文化使命，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
為發展優勢。在提高文化原創能力上不斷探索創新，讓文藝作
品既觀照江蘇現實、展示地域風貌、賦能經濟發展，又在精神
高度、文化內涵、歷史深度達到更高水平。
「文化原創力基於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調研組組長、全
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李屹表示，文藝創作者要
保持對中華民族文化理想、文化價值、文化生命力和創造力的
信心，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築牢文化主體性，從中華文化寶
庫中萃取精華、汲取能量，挖掘好、運用好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資源，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守正創新出精品守正創新出精品
提高文化原創能力提高文化原創能力

●調研組在江蘇省廣播電視總台調研。 （人民政協報）

●蘇州民族管弦樂團《復興》民族交響音樂會在國家大劇院上演。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綜合報

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圍繞提高文

化原創能力，改進文藝創作生產服

務、引導、組織工作機制，孕育催生

一批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構築中華

文化的新高峰。」早前，全國政協文

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專題調研組圍繞

「提高文化原創能力，改進文藝創作

生產服務、引導、組織工作機制」，前

往江蘇省南京市、蘇州市、無錫市開

展調研。調研組先後到中國作協、中

國文聯走訪座談，了解相關單位發揮

組織職能和專業優勢，在重大主題創

作、人才教育培訓、文藝評獎評論、

采風深扎扶持等方面的經驗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