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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建言献策擦亮上海文化品牌

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

本报记者 赵玥 毛丽君 屠瑜

文化软实力关
键
词

弘扬红色基因、传承海派文脉，如何让“人民城
市”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上海文化”品牌更加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贯彻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建言献策，为上
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打造文化自信
自强的上海样本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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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以来，上万人走进上海音乐学

院校园看展览、听音乐会、了解音乐文化。

“‘音乐城堡’成为了上海文化新地标、‘镜厅

音乐会’成为一票难求的演出、‘东方乐器博

物馆精品展’成为市民游客美育教育打卡

地。”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

永介绍，依托校区提升工程，上音6栋历史保

护建筑焕新呈现，与上音歌剧院和校园融合

起来，落实“统筹推进公共空间高品质开放

与学校高质量发展”指示，打造了全国艺术

院校首个公共开放空间。他提出，应坚定发

挥艺术高校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中主力军、

主阵地、主渠道作用，积极打造习近平文化

思想最佳实践地。

廖昌永认为，当下文化产业特别是文

旅产业迅猛发展，虽然形势喜人，但是也存

在社会关注度不足、资金捉襟见肘等问题，

艺术高校作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支柱力

量，也有一些有劲使不上的现象存在。由

此，他提出要释放艺术高校文化生产力，发

挥推动事业发展主力军作用，要将学校高

水平场馆与高品质公共空间纳入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发挥繁荣文化事业主阵地

作用。

廖昌永透露，2024年，上音将围绕歌剧

主题举办首个沉浸体验式特展《罗西尼与理

发师》《卡门》，推出“城市音乐会客厅草坪音

乐会”，并在历史保护建筑中开放优秀专业

博士毕业音乐会、组建校园开放志愿者服务

队、举办暑期学校项目等，使广大市民能够

在上音校园享受到年终无休的美育教育。

建设“书香社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党和政府以开

展“全民阅读”活动为抓手，持续提升优质

阅读内容供给，建强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完

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的书香氛围更加浓厚，为全面提

升人民文明素质和国家文明程度发挥了重

要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

记、社长李芸认为，随着时代进步和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当前距离建成

“书香社会”的愿景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存在

思想引领不够凸显、高质量供给有待加强、

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完善等短板。

为此，李芸提出，应做好统筹规划、顶层

设计，凝聚社会力量传递书香理念，比如发

挥主流媒体影响力优势，积极创办阅读、导

读、书评、书单类栏目节目，形成融媒传播矩

阵，全媒体、全方位传递书香理念。或者培

育更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头部大V、文化精

英等加入“全民阅读行动计划”，通过直播、

短视频、音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阅

读，形成关键人群领读风尚。李芸说，还可

以引导社会资源共建共享，支持鼓励更多教

育机构、文化团体、企事业机构、社会组织等

举办活动，提供公益性服务，大力开展阅读

推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提高国际传播能

力的工作要求。近年来，上海各文艺院团坚

定文化自信，拓展国际化视野，一方面坚持

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不断

探索世界经典的中国演绎。

担任过意大利维罗纳夏季歌剧节首席

指挥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歌剧院院长许

忠，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看到过歌

剧让文化和旅游完美结合的成功案例。

艺术对一座城市文旅、经济发展的支撑显

而易见，许忠说：“每年夏天从6月底一直

到8月底，我基本上每天要接待将近12000

人次观众。”

“成立68年来，上海歌剧院秉承了红色

基因，在红色文化方面，有非常多有影响力

的代表剧目。去年12月15日首演的原创歌

剧《义勇军进行曲》刚刚拿到了国家艺术基

金，用中国民族歌剧的咏叹调唱响世界。”许

忠说，作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之一，上海歌

剧院一直进行中国式歌剧的海派探索，“上

海如何演绎好中国式歌剧，这和红色文化、

红色资源是分不开的。我们要深挖红色资

源，将红色文化发扬光大。”

3月2日-3日，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

《牡丹亭》亮相香港艺术节，这也是全本《牡

丹亭》创排以来首次境外演出。令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感动的是，全

本55出《牡丹亭》三场大戏五千多张票全部

售罄，观众在门口等着候着盼望着争取着

能有机会看全《牡丹亭》。她自己也是站着

看完了三场演出，谢幕的那一刻，演员向观

众致谢，观众向演员鞠躬，她泪目了。“这是

多么让人感动的一幕。”谷好好说，站在这

个世界的舞台上，大家对“文化自信”这四

个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基层文艺院团的谋局布篇，离不开对传

统艺术的敬畏，离不开每个戏曲人的耕耘奉

献，也离不开培育市场和培养观众。谷好好

感慨：“激活传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

的责任使命，我们唯有一步一个脚印，扎实

做好这些最基础的工作，才能收获文化艺术

的春天。”对她来说，每年的参政议政，就是

要积攒更多平台视野与智慧力量去更好务

实推动事业发展。

去年5月，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

《剧院魅影》世界首演，上芭也成为全世界第

一个演绎这部世界经典的专业芭蕾舞团。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

说：“我们积极服务国家文化战略，通过海外

巡演提升中国芭蕾的世界影响力，也让更多

人了解海派芭蕾的魅力。”

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署、上海大剧院艺

术中心的指导下，经典版《天鹅湖》于去年8

月底至10月初赴荷兰巡演，以107人的演出

大团之姿圆满完成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4

座城市36场演出，这也是该剧自2015年首

演以来第四次赴欧洲巡演，来自德国、比利

时以及荷兰当地近7万名观众走进剧场，感

受到来自中国上海的“天鹅海洋”所带来的

震撼。不久前，上芭《天鹅湖》剧组还登上了

央视春晚演出的舞台，为全国亿万观众呈现

了海派芭蕾的艺术风范。

上海文化品牌扬帆出海唱响世界，尽管

当下发展还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但无数文

艺工作者孜孜不倦的默默付出，传承有序的

人才梯队不断完善，让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和希望。

近年来，我国对青年文艺人才的培养与

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正逐步提升。比如，中

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鼓励支持引

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守正道、走大道、挑大梁、

当主角，以项目资助的方式为青年文艺工作

者搭建成长发展平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

会，有专门针对青年编剧的配套扶持机制。

如何更好地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鼓舞

青年人的凌云壮志，让他们尽快强起来，挑

起文艺事业的大梁，为繁荣中国文艺作出更

大的贡献？全国政协委员王丽萍和谷好好

的联合提案中提及，当下正处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尤为需要青年文艺人才投身其中。

挖掘、选拔和培养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文艺人

才，让他们能脱颖而出，有一席之地，做新时

代新征程的记录者和创造者，是全社会都关

注的课题。

这几天，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上海戏曲院

团作调研，今后要在公共文化经费、职称评

定、户口落户、人才公寓等方面给予艺术人才

大力支持保障。看到这些务实的雪中送炭，

谷好好感受到传统文化必定迎来不一样的发

展机遇，极大鼓励提振了传统文化工作者的

信心，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开好局、走好路。

对标意大利维罗纳、奥地利布莱根茨，

许忠说，在歌剧方面，上海歌剧院有优势，也

有能力打造这样的国际级文旅盛宴。“上海

歌剧院在全国范围来说，是各方面工种比较

齐全的歌剧院，我们历来重视人才梯队的培

养和对创新剧目的探索，以及经典歌剧和国

际的接轨等，这些我们一直努力往前推进，

也是我们的目标。”

许忠说，上海歌剧院有能力且已经在做

这样的尝试，“去年9月，我们和巴伐利亚国

立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罗恩格林》非常

成功；今年我们将携手英国皇家歌剧院，联

合制作推出歌剧《蝴蝶夫人》，这些尝试和探

索都将为擦亮上海文化品牌，推动文旅有效

结合助力。”

在辛丽丽的提案中，她也呼吁加强事业

接续精神传承的艺术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加

快培养文艺高层次领军人才，加大青年创作

人才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老艺术家的传帮

带作用，同时加强与院校合作共建，持续不

断地挖掘和培养有潜力的新人。

 上海昆剧团  出全本《牡丹

亭》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