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是艰难又充满希望
的一年。这一年，疫情的阴影依然
没有远去，而我们更加珍惜健康。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胜利召开，我市文艺界开展了
红色系列活动。

2022年，我市文艺创作精品
迭出，影视文学戏剧作品全面开
花。

2022年，我市新的文艺场馆
设施不断开放，市民文化生活更
加丰富……

1.我市开展系列文艺活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市文广旅局为热烈庆祝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组织开展了 38场“淘文化网”演
出活动，吸引了近 1.2万人观看。镇江博物
馆举办了“镇江很有前途——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大型图片展”，通过“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春风杨柳万
千条”“喜看稻菽千重浪”四个部分讲述了
创新创业福地、山水花园名城的发展故事，
吸引了大批市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
中小学师生等前来观展，预约讲解达 256
场。市文化馆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主题
活动 29场，承办的镇江非遗文创集市端午
专场活动被央视频道报道。市图书馆推出
线上“文心云讲堂”30场，特别策划“喜迎二
十大”手机短视频征集活动。镇江民间文化
艺术馆举办“牢记初心使命 赓续匠心传承
——迎接党的二十大非遗主题展”，集中展
示全省13个城市、46项市级以上非遗代表
性项目、90件/组非遗作品。茅山新四军纪
念馆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开设展览《木
叶挺秀 叶挺夫人李秀文生平事迹展》，全
年接待游客观众超100万人次。

2.创新开展“我们身边的场馆”社教活
动，倡导市民群众“走进身边场馆，感知文
化力量”。市文广旅局围绕“一老一小”，根
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针对老
年人以“文化伴夕阳”为品牌，推出戏剧赏
析、智能手机培训、广场舞培训等；针对青
少年以“从小爱场馆”为品牌，开展全民阅
读、爱国教育、艺术普及等德育美育活动。
2022年，全市共开展“我们身边的场馆”社
教活动超 900场，被文化和旅游部官网、省
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学习强国”等多平台
报道。镇江的“从小爱场馆 12345 模式”代
表江苏省，在全国特殊群体文化权益保障
培训班上做经验交流。

3.艺术创作成果丰硕。现代扬剧《茶山
女人》成功入选“喜迎二十大”江苏省新时
代基层文艺院团优秀剧目展演、获江苏省

“五个一工程”奖，锡剧《太平洲上》入选“喜
迎二十大”江苏省新时代现实题材优秀剧
目展演、2022年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
扶持工程投入剧目，丹剧《凤先生》入选
2022年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
重点投入剧目、江苏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
作资助项目、紫金文化艺术节新创舞台剧
目。《大河之韵》入选 2022江苏省文艺大奖

第四届美术奖。“戏曲进校园”活动成效明
显，征集 41 个“戏曲进校园”演出团队和
113个代表性剧（节）目，深化团校合作、协
同配合，增强学生学习传承戏曲艺术兴趣。
制定《镇江市示范小剧场认定奖励办法》和

《镇江市小剧场精品剧目创作奖励办法》，
在全市 10 个试点小剧场同步开展小剧场
精品剧（节）目演出季活动，西津实验剧场
被评为 2022年省级示范小剧场。扎实推进
国有文艺院团社会效益评价，镇江市艺术
剧院、丹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和扬
中市锡剧团获 2022 年江苏省国有文艺院
团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优秀等次。

4.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再上新台阶：在
全省先行先试，创新制定印发《镇江市石刻
碑刻文物拓印管理规定（暂行）》；文物保护
项目有序推进，私立京江中学旧址修缮工
程等6项目已竣工，王家花园维修工程等8
个项目累计争取省级以上文物保护专项资
金 3017 万元；考古服务经济建设效能凸
显，共受理考古项目 77 个，已完成考古项
目 61个，涉及土地面积超 37平方千米，高
质量服务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博物馆社会
教育影响力深化，2022年全市博物馆、纪念
馆结合春节、清明、端午等传统节假日，累
计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近 400 场，极大
地满足了青少年和市民的精神需求。

5.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突破。承
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系列活动暨

“水韵江苏·非遗购物节”，聚焦“连接现代
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主题，以静态展陈、活
态展演相结合方式，在西津渡历史文化街
区集中展示展演 8大类 60多项非遗项目，
引领全省 82 项重点非遗、文博活动，全省
超过 50 万非遗工艺类人员参与。举办“水
韵江苏·非遗购物节——‘虎年好市’镇江
非遗嘉年华”，出台规范性文件《镇江市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
西津渡景区、宝华山景区创建成首批“江苏

省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示范项目”。
6.对外交流工作进展明显。“东亚文化

之都”创建完成文旅部暗访和终审答辩，发
布“宜游镇江”中日韩手绘地图。举办了
2022（第十六届）中国镇江金山文化艺术·
国际旅游节，5大板块 30余项子活动丰富
市民生活，针对在镇国际友人，策划组织
2022米芾杯国际青少年书法大会等活动，
使旅游节庆活动更富国际色彩。参加第十
届澳门国际旅游博览会、镇江市·仓敷市商
务旅游推介等系列活动，推介镇江文旅产
品，展示城市形象。镇江博物馆、焦山碑刻
博物馆获评首批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基层联系点。

7.坚定文化自信，汇聚奔跑之力。扎实
开展“新时代颂·起航镇江”2022镇江美术
摄影主题展，全市先后开展 5 次集中创作
采风活动，创作作品 4000 余幅，全方位立
体式展现新时代镇江改革发展新面貌新气
象新成就。30 余件作品入选“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2022 江苏美术摄影主题联
展, 镇江获得“优秀组织奖”。举办“程默
杯”全国摄影作品赛获奖作品展、第八届书
法篆刻双年展、京江文脉——镇江市中国
画作品学术展、“梦溪园+沈括”主题文化
设计艺术沙龙活动。积极参与2022 金山文
化艺术·国际旅游节、金山合唱节、戏曲进
校园等主题活动，助力提升名城镇江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8.繁荣文艺创作，培铸城市之魂。2022
年，围绕文艺精品创作制定出台《镇江市文
联精品文艺创作实施方案》《关于开展优秀
文艺作品评选的通知》。对长篇小说《黄菜
花》、歌曲《运河之恋》、歌曲《唱江南》等 5
件重点作品进行立项资助。召开《故事里的
中国》新书发布会。8件作品入选江苏省第
24届摄影艺术展，1件获铜奖，取得历史最
好成绩。群舞《一水间》《乡醋》分别获得江
苏省第七届社会舞蹈和第九届少儿舞蹈展

演十佳作品奖。图书《77 人的“78 天”》《茅
以升传》《赵声将军》《神鸟》出版发行。公布
镇江市第十届文学艺术奖获奖名单, 58部
作品获奖。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汇聚起全市
上下“激情奔跑向未来”的强大合力。

9.实施文艺惠民，满足人民之需。镇江
文艺界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扎实推
进文艺惠民活动常态化。2022年以“红色
文艺轻骑兵”主题实践活动为引领，涌现出
跟着农民拍、帮助农民销，文艺进万家、助
力乡村振兴上风口、文艺微讲堂、高手在民
间 非遗在传承、端午民俗文化体验、市新
文艺群体联合会走进市特教中心开展“艺
心向党 心手相连”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惠民
活动近百场。积极探索“两新”文艺群体党
组织建设的新路子，引导文艺家党员服务
社会，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国色添香”梅花
奖艺术家惠民演出、讲座、展览等共 5 场，
近万人共享优秀文艺成果。

10. 培育人才队伍，筑牢发展之基。
2022年以来，进一步完善文艺新秀工程配
套措施，通过领军人才、骨干人才（22人）、
新秀人才（30人）梯次培养，各文艺门类人
才结构进一步优化。周宝康、张志强入选
2022年“金山文化人才”计划人才项目资助
名单。举办文联系统读书班、第十四届青年
作家论坛，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搭建展示平
台。召开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80周年
暨镇江市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
工作座谈会，推进文艺领域行风建设。评选
镇江市第三届中青年德艺双馨工艺工作
者，全市文艺界展现出讲政治、讲团结、讲
奉献、讲规矩的政治生态和文艺发展新气
象。“加强党对‘文艺两新’的领导”获全省
文联系统创新奖，工作做法在全省会议交
流并获得省文联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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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镇江文化十大新闻
■ 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王佑嘉 殷启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