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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侃西溪那块地
□ 华 翔

近日，一个景区因为习近平总书记
的冒雨考察，刷屏了。这个景区就是西
溪湿地，颇有故事，值得侃侃。

西溪湿地，位于杭州城西，曾与西
湖、西泠并称为“杭州三西”，有着天然湿
地的野趣美景和深厚古朴的文化底蕴，
是目前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
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
地公园。

有人说，西溪湿地是祖宗留下的遗
产。这话对。因为这块地上的文明，可
以追溯至良渚文明时期，东晋之后，开始
有人居住，繁荣于唐宋，盛极于明清，文
化积淀深厚。有人说，西溪湿地是今人
打造的盛景。这话更对。因为，现代文
明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曾让西溪湿地
无比衰落——河道淤塞、水质恶化。更
有报道如是写道：“寺庙庵祠、文人物业、
辇道牌楼等毁弃已尽，桥亭台阁、墓葬等
则毁去大半，仅残剩少量桥亭、河埠、墓
葬等遗址。”人民日报则直言：“曾是杭州
人绕着走的地方。”是今人实施的西溪湿
地综合保护工程，让这块已然衰落的土
地再兴。

西溪湿地再兴的故事很多，首要记
住的应是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 140
亿。2009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西溪湿地
如果用来开发房地产，政府收益至少在
100亿元以上，而进行保护至少花费40亿
元，这一进一出，政府收益减少 140 亿
元。”另一个数字是 10 年。从 1990 年开
始，西溪湿地的保护和开发就屡被提及，
直到 2002 年才拍板定案。2003 年，西溪
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启动，当时的规划就
是分成三期，整个工程预计10年完成。

西溪湿地的保护开发，也不只是单
纯的建设，向世人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更显其匠心独运。尽管西溪湿地同样历
史悠久，名人典故不胜枚举，但与西湖突
出文化底蕴深厚，强调其悠久、独特的人
文景观不一样，西溪湿地采取了差异化
的品牌定位，在尊重古典文化的同时，强
调发展现代文化，将浪漫、野趣与诗意栖
居作为西溪湿地的旅游文化。即使到了
人文气息浓郁的二期，其人文意涵紧扣
的也是“休闲”二字，承袭诗意栖居的定
位。这些，恰恰成了西溪湿地在城市人
眼中最与众不同、最具吸引力的独特魅
力。

西溪湿地再兴，重要意义不仅在这
块土地本身。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
说，西溪将湿地保护与城乡结构调整、产
业结构调整、环境综合整治、交通路网改
善结合起来，将湿地综合保护工程视为
非常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文章
言：放到更长的历史时空去审视，杭州经
历了“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到“中国
最具商业竞争力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的巨变，2003年前后，伴随西溪湿地开发
的“旅游西进、城市西拓”与以钱江新城
建设为标志的跨钱塘江发展，是至关重
要的两步棋。

重要的证明就是，西溪湿地不仅成
为杭州整个城市旅游产业链中的一环，
与景区周边的旅游关联产业协调发展，
让生态变成产业基础；更进一步利用优
越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将西溪湿地

“诗意栖居”品牌效应转化为对高端文化
创意人才的吸引，形成聚合效应，打造出
文化产业链。西溪东北角的创意产业
园，经过几年的耕耘，成为国内首屈一指
的文化人才高地和影视产业集聚区。而
现在，西溪湿地不只是一张旅游名片，更
是杭州的城市品牌，围绕西溪湿地，文
创、科技、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集群渐成
规模。如果将之放到当下杭州最热的城
西科创大走廊建设的背景中审视，西溪
湿地的布局则更显得高瞻远瞩。

……
其实，西溪湿地本没那么神奇，真心

就是一个江南水乡，长三角水网地区真
不少见；其实，西溪湿地也不是什么唯
一，国内拥有湿地资源的城市不在少
数。但将一块湿地的故事讲得这么美，
把一块湿地的作用发挥到如此大，目前，
好像还就是只有杭州这一座城市。

咏唱时代主题，让文艺工作奏响强音

2019年 12月，“归来·二
年——无锡、烟台、镇江三地青

年作品联展”在市美术馆展出，
共展出无锡、烟台、镇江三地青年画

家 50余件美术作品，展览作品以探索实
践为基调，题材丰富，风貌迵异，呈现青年
画家群体各自不同的艺术风采以及他们在
个体经历过程中对创作的自我感受与追
求。

近年来，市文联深化文艺新秀培养工
程，持续开展中青年文艺家创作“扶青”计
划，加大文艺名家的宣传推介力度，扩大在
国内省内的影响力。突出精准发力，组织

“冲刺十三届全国美展”创作动员会等系列
活动，创新拓展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渠
道。市文联组织多层次的培训和观摩活
动，举办《雨花》作者镇江创作座谈会，在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举办舞协会员读书班，举
办中国舞蹈考级教材师资班。组织观摩

“印象德意志”叶霖钢琴音乐会、“美声之
林”张美林教授讲座、台湾著名指挥家梁俪
铮老师合唱训练示范课。举办镇江市作家
青年论坛，组织文艺家赴浙江桐庐、安徽宏
村、甘南扎尕那写生创作采风。积极搭建
展示平台，举办镇江市青年画家提名展、青
年书法家提名展、首届女书法家作品展等
展览，有效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
何进一步提升文艺工作水平？市文联主席

张志耕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党对文艺高质
量发展的领导，引导文艺精品创作，围绕冲
刺全国、全省“五个一工程奖”等重大文艺
展赛，加大对文艺精品创作的规划引导，积
极探索签约创作、跨地联手创作和联合攻
关创作等文艺创作新机制，提升文艺评论
评奖的引导能力，围绕当代文艺发展的新
实践新问题，加强文艺作品的评论研讨和
文艺理论的阐释研究。同时创新文艺人才
培养机制，研究制定《镇江市文联文艺人才
培养扶持办法》，精心组织策划系列主题文
艺活动，开展文艺轻骑兵文艺志愿服务活
动，广泛开展对外文艺交流活动，团结带领
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决胜高水平全面小康、
奋力书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答卷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花蕾 摄影 王呈 闻莲

不负人民期待不负人民期待，，不负伟大时代不负伟大时代
————市文联打造文艺精品工作纪实市文联打造文艺精品工作纪实

在这个中华民族阔步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在这个中华民族阔步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文艺工作应如何与时代同步伐文艺工作应如何与时代同步伐？？
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根人民创作精品力作扎根人民创作精品力作？？44月月22日召开的市文联五届八次日召开的市文联五届八次
全委扩大会议全委扩大会议，，为全市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全市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过去的一年过去的一年，，镇江文艺精彩纷呈镇江文艺精彩纷呈，，我市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和重大时间节点我市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和重大时间节点，，
组织文艺创作生产组织文艺创作生产，，文艺界全面服务全市中心大局文艺界全面服务全市中心大局，，全市文艺创作日趋活跃全市文艺创作日趋活跃，，文学文学
出版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出版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艺惠民水平不断提高文艺惠民水平不断提高，，扩大了镇江文化影响力扩大了镇江文化影响力。。””市文市文
联主席张志耕指出联主席张志耕指出，，““文学文艺的成就文学文艺的成就，，最根本的是要体现在作品的水准上最根本的是要体现在作品的水准上，，体现体现
在精品力作的数量在精品力作的数量、、质量上质量上。。未来我市将继续未来我市将继续，，加强党对文艺高质量发展的领导加强党对文艺高质量发展的领导，，
树立以文艺精品创作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树立以文艺精品创作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打造文艺精品打造文艺精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汇聚精神力量会汇聚精神力量。。””

2019 年 9 月 30 日，《历史可以看见
光影见证巨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大型图片展》开展，用 700幅
记录镇江经济和社会发展、多样的日常
工作、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照片，旧貌新
貌作对比，生动而直观地展示了镇江 70
年变化发的多个典型侧面和若干片段。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
市文艺界紧抓这一时代主题，举办了大
量活动来庆祝这一盛事，文艺活动浓墨
重彩。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宣传部

“五大品牌建设”总体要求，先后开展了
“丹青绘成就，共筑中国梦”首届镇江美
术奖全画种大展、“诗联翰墨情·礼赞新
中国”镇江市诗联书法大展、“历史可以
看见·光影见证巨变”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大型图片展、“江河交汇·运河人家”
大运河摄影作品展，举办“放歌新时代”
音乐文艺新秀专场演出、“高雅艺术进校
园”专场演出、“歌唱祖国·镇在追梦”群
众合唱比赛，参与举办首届镇江瘗鹤铭
书法展、“70年·那些歌”影视歌曲网络新
视听大赛和“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庆祝七十华诞短视频大赛。

一年来，我市文化交流也日趋活

跃。第17届全国微型小说大赛、“新时代
歌咏”全国首届闻捷诗歌奖创作大
赛、江苏舞蹈奖第六届“莲花
奖”青年演员大赛，推动了
多项展赛提档升级。市
文联与鄂尔多斯市文
联 结 对 文 艺 共 建 单
位，举办鄂尔多斯·
镇江两市美术作品
交流展，举办“乌鲁
木齐·泉州·镇江”三
地美术联展、“活力长
三角，奋进新时代”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长三角四城市（区）摄影
作品联展、镇江·六安两地
画家联展、“祖国好·翰墨缘”镇
江大庆廊坊书画作品联展等，频繁
文化交流成为我市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有
效抓手。除此以外，我市文艺志愿服务
活动广受好评。全市文联系统广泛开展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乡村文艺提升”
等文艺采风和志愿服务。全年开展各类
文艺志愿服务 600多次，服务群众 10 万
人次，收到群众普遍赞誉。

助推精品建设，让文艺作品绚丽绽放
2019年 5月，我市举办首届镇江美术

奖，收到征稿作品内容涉及人物、山水、花
鸟等多种题材，经过评委会严格评审，共选
出入展作品118件。 近年来，市文联高度
重视文艺精品的创作生产，把繁荣文艺创
作、实施文艺精品工程和文艺精品打造计
划作为创研工作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大组
织力度，全市文艺创作日趋活跃，文艺精品
力作不断涌现。

2019年，连环画图书《中国精神：图说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创作出版工作不
断推进，我市创作出版长篇纪实文学《冲

天》《天时谱》《桥魂》、音乐理论图书《镇
江戏曲音乐》等多部优秀作品；合唱

方面，我市获得省紫金合唱节 1
银 1铜 1个优秀奖的历史最好

成绩，镇江音协女声合唱团

获得第 15届中国合唱节老年女声组金奖
第一名，音乐作品《山鬼》获第15届中国合
唱节优秀作品奖；舞蹈《城市山林》获得首
届江苏省民俗民间广场舞大赛“优秀表演
奖”；镇江美术家 8人 8件美术作品入选第
13届全国美展，创历史最好成绩。

去年，市文联还对长篇纪实文学《满目
青山夕照明》、长篇小说《记忆茶馆》《追梦
时代》、文艺评论集《致敬红色经典》、歌曲

《我的祖国》等 15部文艺作品进行立项资
助。此外，积极开展文艺作品研讨和文艺
评论创作，先后举办曾竹花·宗小白诗歌作
品研讨会、安谅作品诵读会，组织对长篇
纪实文学《冲天》《大医许祥生》等重点作品
进行专题研讨，发表《凤凰涅槃——对冲天
的文化阐释》《匠心与人心的相遇》等评论
文章。

扶持青年名家，
让文艺人才蓬勃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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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夷坞里辛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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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恒顺百花酒与
丹徒新丰酒

寻觅蛟溪河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