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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重点促进文化立法实现新突破

●文化部提出文化法治建设到2020年的总体目标：
“在文化法治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基
本建成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
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
文化法律制度和规范公正文明的文化行政执法体系，在文
化系统内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的文
化法治人才队伍，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法治建
设道路，使文化法治滞后的局面得到明显改观。”

———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说，当前要突出重点促进文化
立法实现新突破。据介绍，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将进
行进一步修改完善，争取早日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文化产业促进法已建立由文化部牵头，中宣部、全
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参
与的立法工作机制，并争取在形成阶段性成果后转由全国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负责后续工作。公共图书馆法草
案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下一步要配合法制办进行修改完
善，争取早日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文物保护法的修
订工作也正在加紧推进。

“抗日神剧”这样的艺术“杂草”该锄锄

●“艺术需要娱乐大众，但要有度，不能哗众取宠到
丑陋的地步。”

———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濮存昕说。“近期引发
热议的‘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等情节出格的‘抗日神
剧’是艺术的‘杂草’，规范艺术‘园地’需要时常‘锄
锄草’。在尊重商业文化、市场艺术的同时，别忘了讲规
矩。艺术要给人美的体验，引导向上的力量。面对艺术市
场存在的‘杂草’，要用锄头锄一锄，用剪刀修一修，艺
术的‘园地’才能更美好。”

文创产品开发莫忘“创造“和”公益”

●“近年来，一些有实力的大馆逐渐将馆藏文物的文
化元素融入商品之中，设计制作出文创产品，但是全国绝
大多数博物馆，尤其是中小博物馆没有自己的产品，90%
的产品是代销。文创产品的重点在‘创’，我们离自主设
计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 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张
鹏说。“博物馆是教育性、公益性机构，所以文创产品的开发
也应该以‘教育’为核心来开展，要有教育的意义在其中。博
物馆文创产品开发带来的社会影响应该予以监督，不能损
害博物馆的公益性，比如开发奢侈品、卖高价等。”

（孙先凯 辑）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于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接力——— 2015·山东油

画作品展”5月24日在山东美术馆开幕（右
图）。这个展览不仅全面梳理了山东省油画
的历史脉络，展示了山东油画的创作成果，
还特别呈现了从山东走向全国各地的优秀油
画家的艺术风貌，以“接力”命名的内涵正
在于此。前来参观展览的众多观众，有的站
在作品前细细观摩，有的掏出手机变换着角
度拍照，他们在品味艺术的同时，也不知不
觉参与了一场丰富和提升城市文化的“接
力”。

来自山东艺术学院的两位同学，都是油
画专业的，他们关注的内容也更专业。一位
男同学说：“作品挺好的。我们主要是来观
摩学习一下，看名家们是怎么处理边缘线
的，我自己做得一直不理想。这次展出的很
多作品，边缘线处理的很巧妙，很有节奏
感。”

岳祥书是济南近现代著名美术家，与关
友声、黑伯龙、弭菊田并称“关黑弭岳”。
岳祥书的国学功底深厚，绘画又贯通中西，
诸画种兼擅且自成特色，卓然成家，其西画
作品虽不多，但无一不是精品。像《泰山天
贶殿》这种，融写实与写意于一体，在色彩
运用、景色层次感的表达上，都达到了很高
的艺术水准。济南市民王傅燕对这些都有一
定了解，所以对岳祥书的画，她看得特别仔
细。王傅燕说：“儿子喜欢画画，昨天带他
来美术馆，主要是参加一堂公益黑白板画体
验课，感觉很棒。今天再过来，是想接受一
下高水平画展的熏陶。”

2015山东油画作品展日前举办

展示画家创作成果 提升观众艺术品位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5月22日，青岛市市南区残联等单位举行“关注孤独
症儿童，走向美好未来”宣传活动，该区群艺馆和残疾人
艺术团的演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献上了舞蹈《茉莉
花开》、口琴合奏《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时装表演
《韵》等节目。

献歌孤独症儿童

□记者 于国鹏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5日，山东省—南澳

州合作发展论坛在济南举行，双方16家单
位签署了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根据省文化
厅与南澳州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签署的合
作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开展实施一系列
文化交流项目，其中包括明年将在山东举
办“南澳州文化周”。南澳州文化周拟先
后在济南和青岛举办。

去年，山东省在南澳州举办“山东文
化周”，澳亚艺术节“聚焦山东”期间，
表演了舞剧《红高梁》、杂技剧《聊斋遗
梦》，展演了泰山皮影、潍坊风筝等项
目，举办了“孔子的智慧”图片展和日照
农民画展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山东传统
与现代的文化艺术，并以“打动心灵”的
力量在南澳州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圆满成
功。

根据此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为增强
山东省和南澳州的文化联系，双方将实施
系列文化项目。首先是山东省和南澳州的

文化艺术交流，包括双方继续合作，推动
艺术管理人员、艺术家、文化艺术展览展
示的交流。

其次，南澳州文化艺术代表团将于
2016年访问山东，举办南澳州文化周。文
化周内容拟包括：举办一个小型吉他艺术
节，由斯拉瓦·格力高延兄弟和中方音乐家
合作演出；其他器乐演出；南澳州原住民
艺术展；南澳电影展映；南澳摄影展。

这也是双方签署的第三个关于文化交
流合作的备忘录。据介绍，2012年，南澳
州州长率团访问山东，两省州领导均表示
将继续支持南澳州与山东的文化交流。
2013年，在南澳州州长再次访问山东期
间，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与山东省文化厅
签署首个谅解备忘录，表明双方建立文化
联系、山东组织系列文化项目参加2014年
澳亚艺术节以及未来继续加强文化合作的
意向。

2014年，在南澳州首府阿德莱德举办
澳亚艺术节期间，山东省文化厅与阿德莱

德艺术节中心、南澳大学签署了第二个合
作谅解备忘录，约定为5名山东艺术管理人
员提供奖学金到阿德莱德的文化机构研
修，同时南澳大学可为每位人员减免费
用，在该校学习艺术和文化管理，为期一
学期。据了解，这5名人员于2015年赴澳研
修，其中两人到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两
人到南澳州州立图书馆，一人到澳大利亚
艺术品修复中心和南澳州历史管理局。

南澳州阿德莱德艺术节中心首席执行
官及艺术总监道格拉斯·顾提尔表示，文化
艺术在推动两省州友好关系中起到了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我很高兴地看到双方
的友好合作正在不断深入，更多南澳和山
东的同事参与进来了。”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
向红表示，近年来，山东一直努力推动文
化“走出去”，利用山东丰富的文化资
源，开展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已召
开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六届世界儒学
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巴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成功举办“纽约尼山论
坛”、“巴黎尼山论坛”、“孔子文化
周”，都取得显著效果，有力扩大了中华
文化、山东文化艺术在海外的影响。

徐向红说，山东与南澳州在文化领域
的交流十分频繁，成果令人满意。1996年
阿德莱德交响乐团来济南、青岛演出，大
家至今记忆犹新。他表示，南澳州州立图
书馆环境温馨，设计非常人性化，尤其是
图书“一卡通”及统借统还的服务模式，
值得我省的公立图书馆加以借鉴。位于南
澳州的澳大利亚艺术品修复中心，在文物
修复方面有很高的声誉，其关于文化保护
与修复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值得我们学
习。南澳州被称为“节庆之州”，举办的
几个艺术节很有特色、很有影响，其运营
模式、服务理念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
发。“双方的文化交流，架起两省州人民
心灵交流的桥梁。我们相信这份备忘录就
像前两份备忘录一样，对我们双方的交流
与合作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南澳州文化周明年在山东举办
文化交流架起两省州人民心灵交流的桥梁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吴金敦 崔文涛

5月25日，省文化厅与南澳州阿德莱德
艺术节中心签署文化合作备忘录后，双方
又以“共奏和声—对话·交流·互鉴”为主
题展开了研讨，随后南澳州文化部门的代
表还分别到省图书馆、山东美术馆等展开
对口交流。

交流的气氛很热烈，成果可以用“硕
果累累”来形容。南澳州州立图书馆和山
东省图书馆还单独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
并将帮助指导山东省图书馆学习图书“一
卡通”技术。

学习“一卡通”技术

南澳州政府发展部副首席执行官埃里
克斯·瑞德、南澳州州立图书馆馆长阿兰·
史密斯、澳大利亚艺术品修复中心主任安
德鲁·杜哈姆特意访问山东省图书馆。

省 图 书 馆 馆 藏 文 献 超 过 7 0 0 万 册
（件），其中古籍75万册（件），善本20
万册（件）。数字资源建设全国领先，目
前是全国唯一的文化共享工程示范省。南
澳州的客人们先后参观了省图书馆总馆古
籍书库、册府琳琅展厅，现场观摩古籍修
复技艺，随后参观了地方文献、阅览外
借、电子阅览室等服务窗口。显然，省图
也有很多令他们意想不到的长处和优势。

在南澳州与山东省签署的文化合作备
忘录总体框架下，为促进南澳州州立图书
馆和山东省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参

观大明湖国学分馆、尼山书院期间，南澳
州州立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又签署了一
份更详细的合作协议。

根据这份协议，两馆之间将发挥各自
优势，在现代阅读服务、数字资源建设、
业务人员来往、历史文化传播等方面强化
交流，增强彼此了解，相互借鉴对方经
验，更好地为当地群众提供阅读服务。

南澳州州立图书馆在“一卡通”管理
与服务系统的建设运行等方面给予山东省
图书馆适当支持。阿兰·史密斯介绍说：
“南澳州州立图书馆‘一卡通‘项目，让
我们的居民可以阅览所有公立图书馆的资
料，将所有独立的社区资源整合为一个图
书馆网络。图书馆用户可以从本州任何一
个图书馆借阅或预定书籍，并且可以将借
阅的书籍归还至任一图书馆。用户还可以
通过在线预定系统，借阅全南澳超过380万
本图书、DVD、以及杂志。”

省图书馆馆长冯庆东表示：“我们了
解到，南澳洲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
方面，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一体化服务上，
有着成功的经验。今后我们的一项重要工
作就是研究全省公共图书馆的馆际一体化
建设，实现馆藏资源、读者服务的互联互
通。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派出人员进行专题
研修，深入学习借鉴南澳州州立图书馆的
先进经验，让山东公共图书馆一体化服务
迈上更高的台阶。”

根据这份协议，双方将通过澳方提供
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或山东省派人现场学习
等方式，扶持山东省图书馆在“一卡通”
的建设理念、服务体系、技术支撑、地域

布局等方面取得进展和突破。

加强古籍文献保护合作

冯庆东说，在古籍文献保护方面，省
图书馆也希望与南澳洲业界加强合作，分
享在古籍发掘整理研究和传统经典辨析研
究领域的有益尝试。在协议上对此也有明
确体现，双方同意：“加强利用现代技术
保护本地珍贵文献古籍的方式方法。山东
省图书馆可赴南澳州举办馆藏珍贵古籍影
印本展览，现场展示古籍修复技术等，同
时支持南澳州图书馆到山东开展类似活
动。”

此外，两省州图书馆业务人员交流也
将进一步强化。南澳州州立图书馆每年为
山东省图书馆提供两个研修岗位，并与南
澳大学合作培养图书档案专业人才；山东
省图书馆每年为南澳州图书馆提供两个研
修单位，并与山东大学合作培养图书档案
专业人才等。

举办南澳特色展

南澳州艺术处艺术项目主任詹妮弗·
雷瑟和南澳州立美术馆策展人、“塔楠
迪艺术节”艺术总监尼克尔·克姆斯顿，
专程到山东美术馆作客。双方围绕馆际
合作交流事宜展开洽谈，达成了明年在
山东美术馆举办南澳特色展览等系列合
作意向。

省美术馆党总支书记柳延春介绍说，
山东美术馆新馆总建筑面积51709 . 4平方

米，目前是我国省级规模最大的现代美术
馆。馆内共设有展厅 1 2个，总面积为
12393 . 7平方米，可以同时承办多个综合性
大型展览。“2013年开馆以来，已经举办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等国内外大型展览
及学术活动180余项，接待观众100余万人
次，已成为山东乃至全国的艺术品典藏、
研究、展示的重要场所，也成为中外文化
交流的重要窗口。”

柳延春表示，南澳州明年将在济南举
办文化周系列活动，山东美术馆会提前做
好各项筹备工作，积极策划、承接优秀展
览项目，让双方的文化交流再上新台阶。
“一是共同筹备南澳州文化周期间的美术
展览工作。双方要提前筹备，尽快拿出具
有鲜明南澳州特色、符合双方要求的美术
展览方案，让能够代表双方文化交流最高
水准的展览完美落地。二是进一步加强双
方馆际合作，包括展览交流、人员交
流。”

詹妮弗·雷瑟表示，将在“塔楠迪艺术
节”展出作品的基础上，策划组织更多不
同门类的作品，形成一个综合的、全面的
展览方案，“希望能在明年的南澳文化周
期间，在山东美术馆展出。”

柳延春说，每一个美术馆都有它的长
处，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可以交流感情，希
望通过密切的馆际交流，不断深化合作，
“展览交流要达成常态化、常规化。山东
美术馆将能够代表齐风鲁韵的展览品牌送
到南澳州展示，南澳州美术馆将能够代表
本土特色的展览送到山东美术馆展出，从
而形成频繁的文化互动。”

借鉴对方经验 开展对口合作

山东南澳文化交流“互相助跑”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鲁迅文学院与山东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

的鲁迅文学院山东中青年作家研修班5月21日在济南开
班。这是鲁迅文学院为山东中青年作家举办的第一个研修
班，也是山东省第十四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共有来自全省
各地的55位学员参加学习。

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介绍说，
大力培养中青年作家，确保文学生力军队伍可持续发展，
是中国作协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鲁迅文学院义不容辞的
重要职责。“山东文学积淀深厚，作家队伍强大，既是一
个文学大省，也是一个文学强省。近年来，山东省作协在
推动和加强文学工作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取得了丰硕成
果。希望广大山东作家深刻理解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注重
把握当前文学的发展趋势和文学现状，把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党和人民赋予作家的最新任务中去。”

近年来，山东作家先后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九
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全国第十三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展示了“文学鲁军”
的整体实力。

鲁迅文学院

山东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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