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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不能重申请轻保护

●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
报的“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
第34项世界文化遗产。“然而，申遗成功，仅是起点，后
续的管理保护还将面临多方挑战。”

——— 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娄清说。“近年
来，一项遗址被发现后，旅游开发成了常见情况，保护与
开发，成为一对永远的矛盾。由于不够专业，一些承接遗
址的开发工作较为简单粗放，旅游过程中损坏文物、乱刻
乱画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对文化遗产本身造成损害。今
天，重申报轻保护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很多地方把申报
作为一项政绩工程，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持续性的科学
保护和管理，这项工作还需通过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来加
强。各种市场运作和开发的前提，必须是在遵守文物法的
相关规定下开展，这条红线不能逾越。”

以行业协会保护影视版权

●抄袭剽窃、盗版盗播、合同约定不明……近年来，
随着我国影视产业规模剧增，版权价值巨大，影视创作版
权纠纷案件不断，侵权现象时有发生。专家建言，积极发
挥行业协会作用，让影视创作版权保护走出“争议不断”
的怪圈。

——— 导演陈燕民认为，“在影视创作版权保护方面，
行业协会有很大的空间可发挥作用。行业协会可以做一些
规范，如制作合同范本、纠纷调解等，通过完善规则让行
业健康发展。行业协会加强管理，可能比法院的判决更有
效。编剧业界可以建立诚信档案，针对作品设立黑名单
等，鼓励大家尊重诚信、加强自律、保护原创。”

（孙先凯 辑）

阅读提示：十艺节上，山东的剧目创作
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取得了历史性突
破，受到全国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十艺节
后，山东制定一系列鼓励支持艺术创作生产
的稳定政策，建立起推动艺术创作生产的长
效机制，通过“4+1工程”和“重点选题评
选资助办法”、“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
采风创作的意见”的实施，山东扶持艺术创
作的全链条机制已基本形成，并产生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我省将举办第十届

山东文化艺术节。在扶持艺术创作的全链条
机制推动和保障下，目前，全省艺术创作正
在扎实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目前新创
作及加工修改剧目达100部，其中包括83部大
戏，17部小戏。

据介绍，省吕剧院《回家》、济南儿艺
《我的麦哲伦海峡》、聊城山东梆子剧院
《萧城太后》、济南市曲艺团话剧《茶壶就
是喝茶的》已经完成加工修改并顺利通过国
家艺术基金验收。“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首届资助的12个剧目，修改加工接近尾
声，即将进入验收阶段。

另外，还有一大批新创作剧目，有的已
经立上舞台，有的正在紧张创作排练。其中
包括，省话剧院的《孔子》，莱芜的莱芜梆
子《天唱》，济南的京剧《孔母》，临沂的
柳琴戏《沂蒙魂》，潍坊的茂腔《红高
粱》，济宁的山东梆子《河都老店》，淄博
的五音戏《还魂记》，聊城的山东梆子《海
源阁》，菏泽的山东梆子《南下》、《大汉
英后》、两夹弦《春秋商圣》等。

“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是我省繁
荣舞台艺术“4+1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3年，我省开始实施“4+1工程”，包括山
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山东省地方戏振兴
及京剧扶持工程、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工
程、山东省舞台艺术英才培育工程，以及支
持鼓励我省优秀剧目、优秀人才参加国内外
重大艺术比赛和评奖活动的激励政策。通过
实施“4+1工程”，我省建立稳定的扶持政
策，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全链条对艺术生产
各个环节进行扶持，推动全省艺术创作持续
健康发展。

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刘敏介绍，“山东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每年一届，“主要推动
新创作剧目加工提高。”参照文化部的做
法，每年从全省遴选10台以内基础较好的优

秀创作剧目作为“初选剧目”，省厅与剧目
创作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签署协议，予以资
助，并要求当地给予配套投入。相关院团及
其主管部门根据省厅要求，制订并提交剧目
加工提高方案和工作计划，省厅按计划对剧
目修改加工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跟踪督导。
次年从加工提高后的初选剧目中，精选5台
以内“精品剧目”，再予扶持，推动剧目演
出、打磨、精益求精，为参加全国性艺术活
动积累优秀作品。

“山东省地方戏振兴与京剧扶持工程”
也是每年一届，主要侧重对承载优秀传统文
化的地方戏和京剧进行保护扶持。刘敏表
示：“这项工程以重点剧目扶持为主，同时
在人才队伍建设、演出交流推广、史料挖掘
抢救、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相关措施和
要求。”

“山东省优秀保留剧目工程”两年一
届，评价指标主要是演出场次和社会效益。
主要目的是推出长演不衰的优秀保留剧目。
参评剧目演出场次要求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创作生产的剧目要超过1000场，改革开放
（1978年）以来创作生产的剧目要超过500
场，且近5年来演出场次超过60场。作品要
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和较强的艺

术生命力，对于本剧种（艺术品种）的发展
具有较大促进作用，具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
影响力。

“山东省艺术英才培育工程”主要是为
各专业艺术领域的骨干和拔尖人才的培养和
推出搭建平台。刘敏介绍，省财政每年安排
艺术人才培养与引进资金。去年，省文化厅
与省财政厅、省人社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对
全国、国际文艺比赛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奖
励的办法》，“改变了过去对获奖剧目和个
人的表彰奖励临时请示，一事一议，没有固
定标准的情况，形成了规范统一的激励政
策。”济南、青岛、临沂、济宁等市也都设
立了固定的艺术创作资金，制定出台了鼓励
扶持艺术创作生产的办法。

“4+1工程”全链条扶持机制效果明
显。刘敏说，2014年评选首届山东省优秀保
留剧目3个，首届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初选剧目大戏8个、小戏4个，首届山东地方
戏振兴和京剧扶持工程重点剧目10个，累计
发放扶持资金1000万元。“精品工程受资助
剧目的加工修改已基本完成，近期将组织精
品工程初选剧目加工修改后的验收评选工
作。地方戏振兴和京剧扶持工程重点剧目也
正在积极加工修改中。”

我省建立推进艺术创作生产长效机制

全链条扶持推动舞台艺术繁荣

□ 孙先凯

近日，由厦门蓝火焰影视动漫有限公司
制作的动画电影《汽车人总动员》，因涉嫌
抄袭迪士尼、皮克斯动画出版的《赛车总动
员》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笔者在豆瓣网上
看到了《汽车人总动员》的宣传海报和预告
片，海报上显示的片名还故意用轮胎遮挡
“人”字，虽说预告片喊出了“赛车动画电
影”、“绿色正能量”、“动画版速度与激
情”等口号，但被细心的网友发现“该影片
的内容其实是剪自该公司几年前制作的一个
叫《K时代》的动画，制作粗糙，连一般的
国产动画TV水平都没达到，效果比本就不
咋地的海报又差了几档。”如此抄袭和粗制

滥造之作竟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电影院线，
令笔者大跌眼镜。

暑期电影档历来是动画电影的必争之
地，今年有《大圣归来》、《三只小猪与神
灯》、《猪猪侠之终极决战》、《汽车人总
动员》等多部动画电影集体亮相。据了解，
由山东影视传媒集团、高路动画、横店影视
等联合出品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筹备
8年之久，是以经典《西游记》元素为主
体，又不失现代“英雄元素”的精品之作，
曾在戛纳电影节创下中国动画电影海外最高
销售纪录，并且成为上海电影节传媒大奖设
立12年以来唯一入围的动画电影。目前，前
期点映总票房超千万，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
史的全新纪录。这部影片将于7月10日正式
上映，笔者已经按捺不住要去影院支持“英
雄孙悟空”，支持“良心”的国产动画电影
的票房了。

一边是抄袭、粗制滥造，被观众所吐
槽；一边是改编经典，老树生新花，精工细
作。二者相比，高下立见。不禁让人反思，

动画电影市场大了，但并不意味着任何动画
电影都能收获市场份额。相反，任何不尊重
电影艺术规律，不尊重观众，不尊重市场的
动画电影都会受到观众和市场的唾弃，更难
谈及电影艺术的层次了。

笔者曾采访过一位多年来担任山东省电
影评审的专家，在他看来，“动画电影是一
场造梦的艺术。”笔者认为，抄袭、低劣之
作并不会造出什么“梦”，相反打破了观众
对于电影的期望，是失败的“造梦”。

但总有些动画电影导演，把“造梦”当
作儿戏。拿出一部山寨之作口口声声说是原
创。《汽车人总动员》导演卓建荣在遭受质
疑时发布公开信，否认抄袭。并称“国外影片
没有注册的名字我们都可以用，这又没有违
法，而且两部影片的剧情也没有关系。我们之
前也收到过迪士尼方面的律师函，我们也回
函了，迪士尼方面并没有继续追究。”对于相
似度很高的电影宣传海报，卓建荣并不承
认，表示“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海报长得像明
星脸”。如此回应，在笔者看来，除了电影

制作的技能之外，《汽车人总动员》还需要
学习必要的法律知识和虚心诚实的态度。

《大圣归来》短短3分钟的预告片、主
题曲MV《从前的我》浓缩了电影的精华，
在腾讯视频网站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630多
万次。据了解，单就是电影的音乐，就起用了
周星驰御用配乐师的精心配乐设计，“新加坡
国宝级”歌手陈洁仪、被称为“新一代摇滚教
父”的汪峰分别献唱主题曲和插曲，且不论剧
情，单是这华丽的影视声音阵容就吊足了人
们的胃口。细节决定成败，如此“良心”之
作，怎会不为我们制造一个绮丽的梦呢？

前段时间，笔者观看了儿时动画片的电
影版《哆啦A梦：伴我成长》，熟悉的动画
人物、感人的电影故事，让走进影院的孩子
和大人都感动满满。然而“陪伴我长大的不
是哆啦A梦，而是孙悟空”。西游的故事家
喻户晓，如何才能用动画电影讲好“中国故
事”？笔者认为，以老少咸宜的故事情节，
适当地添加时尚的元素，精工细作才是“造
梦”的王道。

动画“造梦”不能太儿戏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要去上课啦，妈妈你

回去吧，下午见。”来自历城实验小学三
年级的官诩辰向来送他的家长挥挥手，走
进山东省图书馆“多彩暑期、放飞梦想”
青少年启志公益夏令营的教室。他与十几
名小学生朋友成为第一期暑期夏令营四班
的成员，开始了一天紧张有趣的课程（上
图）。

据悉，此次夏令营将在省图书馆和省
图尼山书院举办传统文化体验、书法、绘
画、机器人、动漫、魔术、剪纸等十几种
课程，让孩子亲身体验。夏令营计划举行
四期，每期招收50名6岁—12岁的儿童进行
为期五天的夏令营课程。“刚开始报名的

第一天上午，名额就已经报满，家长和孩
子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山东省图书馆
读者活动部主任常安军告诉记者。

“手握笔要稳，横要平，竖要直。”
第一堂书法课上，老师陈霞正在给二班的
孩子教授书法课程。据陈霞介绍，她所带
这个班上的孩子大都在一二年级，“从书
法课开始，能让孩子们先静下来，也能通
过学习认识班内的小伙伴。”

夏令营四班的第一堂课是机器人课，
老师组织每三名小朋友为一小组操作一台
“乐高”机器人，在老师的指导下对机器
人“发号施令”，指挥机器人前进、后
退、抓取重物等，玩得不亦乐乎。“这个
比在家玩电脑还过瘾呢！” 官诩辰乐在

其中，兴奋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活动是山东省图

书馆打造的公益性夏令营，“主要是想引
导广大少年儿童在暑期开拓视野、强健体
魄、塑造品格、磨练意志，同时引导广大
少年儿童在实践中学习体验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提高青少年的人文素养，提升审美
品味。”常安军说。此次夏令营以“传统
文化+现代志趣+科学探索”三方面相融
合，选拔优秀师资，设置精品课程，省图
书馆各部门联合保障为孩子们提供生活、
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希望学员学有所
获，社会大众点赞，也希望将暑期夏令营
打造成山东省图书馆又一文化活动品
牌。”常安军说。

省图青少年夏令营活动启动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第二届“青未了——— 山东

省高等学校美术院（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
品展”预展，7月4日就在山东美术馆正式登
场亮相，246件通过终评进入展览的优秀作
品，将与观众见面。

“青未了——— 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
（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由山东省
文化厅、山东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山东美
术馆、山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承
办，各高等学校美术院（系）、山东教育
印务中心协办。自第一届开始，这个展览
还特别设立了一个配套奖项——— “刘大为
艺术奖”，用以表彰和奖励优秀青年艺术
人才，促进我省青年艺术人才健康成长。

据介绍，第二届“青未了”共收到省
内各院校报送的 1 1 3 8位作者的 1 3 6 8件作
品，337件作品通过初评，246件作品通过
终评入围展览。展览拟定于7月15日举办
开幕式，届时将向社会各界公布入选名
单，以及第二届“刘大为艺术奖”获奖名
单。

“青未了——— 山东省高等学校美术院
（系）应届毕业生优秀作品展”是山东美
术馆自主策划的年度常规展评活动，是面
向全省各高校应届美术专业毕业生开展
的，涵盖专科、本科、硕士各个学历层次
的大型美术活动，2014年举办了第一届，
取得圆满成功。“刘大为艺术奖”作为一
个配套奖项，经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美协主席、山东美术馆名誉馆长刘大为
同意设立，主要用于表彰奖励优秀青年艺
术人才。

山东美术馆党总支书记柳延春表示，在
省文化厅、教育厅的指导下，在相关各单位
的支持下，第二届“青未了”发动得力，参
与人数较上年有较大增长。评审工作程序严
谨、组织有序，最终入选作品能够代表2015
年度山东省高校美术专业应届毕业生的最高
水平。柳延春说：“第二届‘青未了’的报
送作品整体水平要高于去年。这既证明我省
的美术教育工作在不断进步，同时也证明
‘青未了’这一展览品牌得到了全省各高校
和广大毕业生的进一步重视，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进一步认可。山东美术馆将持之以恒地
推进‘青未了’的品牌建设，将之打造成为
在全国范围内有重要影响的一流美术展览品
牌。”

青未了优秀作品展

开始预展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7月2日，青岛市市南区启动“啡阅青岛”品牌活动，
为咖啡馆免费提供图书配送和更换服务，充实咖啡馆现有
图书，将咖啡馆变身为“迷你图书馆”，满足市民游客，
尤其是青年人的读书需求，营造书香市南的良好氛围。

市南区计划根据在咖啡馆消费的市民和游客阅读需
求，为辖区260多家咖啡馆配送图书，目前已为咖啡空间
等20余家咖啡馆免费配送文学历史类、社会科学类和旅游
休闲类图书近3000册。

“啡阅青岛”是市南区推进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融合
发展的积极尝试，通过将咖啡馆打造成提供文化体验的公
共服务点，激发民间文化载体发展活力，逐步构建起“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文化建设。同时，市南区希望通过免费为咖啡馆配送
图书并定期更换，也减轻其运营成本和负担，扶持小微文
化企业发展。

咖啡馆变身迷你图书馆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讯 在庆祝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之际，作家杨义堂所著的一部真实反映红十字会
抗战救护历史、塑造医界民族英雄的30万字的长篇传记文
学《抗战救护队》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该书记述了一段被掩藏在贵阳图云关密林里的真实历
史。抗战爆发之后，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著名生
理学家林可胜把妻儿转移到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在
中国红十字会的大旗下，组建了救护总队，协和医学院
的师生成为了这支救护队的骨干力量。世界各地华侨在
资金、药品和器材等方面给予他们大力支持。救护总队
总部从武汉迁到长沙、祁阳、贵州等地，组织了武汉大
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细菌战、宜昌会战等战场的
救护工作，还将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抗战整体进行救
护，成为中国抗战救护的实际领导者。但是，由于红十
字会一些领导的猜忌，加上国民党上层对他向共产党部
队赠送药品不满，林可胜被迫辞职。他和一些救护队员
到缅甸远征军担任军医，并组织了远征军的救护工作，
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杨义堂说，发现林可胜、荣独山等红十字会抗
日救护英雄们的故事实属偶然，“他们本应该在教科书
里被孩子们反复背诵，本应该在影视剧中一次次引爆人
们的泪腺，可是，多少年来，卫国英雄们却躲在贵阳档
案馆发黄的故纸堆中，和灰尘、蠹虫相伴。这部书的写
作，只是补录一段不该被人遗忘的历史。”杨义堂说。

《抗战救护队》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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