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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2020奔跑的足音

文化篇精彩迭出，助力奔跑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镇江调整自己的节奏，开始
加速奔跑。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奔跑路上最能为大家加油鼓气。

这一年，文艺家主动作为参与抗疫创作，城乡文艺播种行动下沉到基层一线；
这一年，国内规模最大的乡村博物馆群落户最美乡村，诗词大会歌咏镇江的文化底蕴；
这一年，《镇江卷》梳理镇江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苏颂的创新精神在千年之后仍然焕发光彩……

今年央视中秋晚会上，一曲《归
乡》引爆了镇江人的朋友圈。“归乡”，
是镇江人对生活的这座城市深深的眷
恋、对家乡的美好未来殷切的期盼；

“归乡”，更代表着镇江文化3000多年
历史的灿若星河、绵延闪耀，是镇江城
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镇江人自信
心与自豪感的深厚底气。即将走过的
2020年，于中国极不平凡，于镇江极不
平凡。镇江文化事业，在这一年里，同
样是砥砺前行、迎风奔跑，在坚定文化
自信中持续实践着文化强市。

这一年，我们致力于文化再挖
掘，守住镇江的根与魂。在悠悠历史
的接续传承中，镇江发展经历过怎样
的曲折坎坷、起承转合？12月，《江苏
地方文化史·镇江卷》正式出版，系统
回答了牵系家乡根脉的问题。12月
10日，一个曾被淡忘的名字再次被提
起，我市隆重举办了“苏颂千年诞辰”
纪念活动。苏颂把镇江当故乡，镇江
视苏颂为宝藏。他的勤奋为民、公正
廉明，特别是科技创新精神，必将如
血脉基因、城市灵魂，在镇江新时代

征程中再放光芒。
这一年，我们致力于文化再传

承，展现镇江的灵与美。历史需要拭
亮，文化更要传承。“致敬镇江 经典
传诵”镇江大学生诗词大会系列活
动，让多少年轻人重新认识了“一座
山水城，半部江南诗”，再次体验到镇
江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诗意
栖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稳步推
进，则如一幅画卷缓缓舒展，让“运河
之美”“传承之美”，重现于现代化的
镇江城。传承，不只于面上的铺陈，

同样有点上的浸染。9月28日，位于
扬中市新坝镇新治村、国内规模最大
的乡村博物馆群——汉文化博物馆、
陈履生美术馆、竹器博物馆正式开
馆，向公众免费开放。

这一年，我们致力于文化再塑造，
助力镇江发展亮与强。家乡有着璀璨
的人文气息和历史底蕴，讲好新时代镇
江故事，更需要不断注入新内涵、彰显
新价值。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发生后，
我市文艺家积极行动，投身抗疫、宣传
抗疫，展现出文化人的时代担当。全市

城乡文艺播种行动，是优化引导公共文
化资源向基层倾斜，加大优质文化产品
和服务供给，助力城乡文化振兴。全省
率先建成的“文化在线”共享平台，则着
力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科技融合发
展，切实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完成验收的
镇江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建设，成为文旅融合的现代公共服务新
模式和新亮点。8月30日开幕的“2020
金山文化艺术节”，更为城市注入了文
化新活力。

历史上，江河交汇处的镇江曾是
一颗耀眼的明珠。源远流长的历史
文化最为镇江人称道，奠定了镇江在
江苏乃至在全国城市的文化地位，是
镇江人的自豪所在、自信所在，也是
这座城市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是
书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答卷最强劲
的精神内核。让我们守住镇江文化
根脉，并且不断发扬光大，进一步在
坚定文化自信中持续实践文化强市，
全面跑起来、做出争雄势，不断争得
镇江应有的城市荣光。

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实践文化强市
□ 华 翔

全市文艺家
投身抗疫开展创作

今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市文
联动员文艺家主动作为，围绕抗
疫主题展开创作。“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市作协、市戏
曲协、市音协、市美协、市书协、市
摄影协会等纷纷通过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等渠道发出倡议和征
稿通知。

各市区文联也积极行动，发
动所在地的艺术家进行创作。通
过网上网下各种途径传播，各级
形成了层层宣传、广泛发动，广大
文艺工作者人人知晓并争相参与
的浓厚氛围，在很短的时间内创
作了 1000 多件作品。2 月，14 位
在京的镇江籍著名书画家关爱家
乡古城镇江，精心创作了一组以
抗击疫情为主题的书画作品在
网上展出，表达对家乡的关心与
支持。

城乡文艺播种行动
助力城乡文化振兴

城乡文艺播种行动是一项组
织动员全市专业文艺力量服务城
乡文化建设的行动，旨在优化引
导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加
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助
力城乡文化振兴。

今年，我市以《“艺术之光”全
民艺术普及服务规范》为标准，组
织举办高水准的艺术普及活动，
推动艺术普及“六进”（进农村、社
区、学校、企业、机关、军营）。把
农村、社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
重点，在全市推广“村（社区）文艺
播种计划”，选派 246名文艺辅导
员走进全市600余个村（社区），开
展文艺辅导培训，推动优质资源、
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打造“一村
一特”“一镇一品”文艺品牌，培育
乡村本土文化人才，实现从“送文
化”到“种文化”，再到“生文化”的
生态链。

扬中陈履生博物馆群开馆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位
于扬中市新坝镇新治村的“博物
馆群”——汉文化博物馆、陈履生
美术馆、竹器博物馆对外试运
营。9月28日，这所国内规模最大
的乡村博物馆群正式开馆，向公
众免费开放。

“博物馆群”总建筑面积约
2700平方米，共收藏藏品 8000余
件。汉文化博物馆陈列了汉代画
像石、画像砖、陶俑、青铜器、漆

器、陶器、砖瓦、拓片等3000余件；
陈履生美术馆陈列了陈履生先生
历年来的绘画、书法、摄影代表作
品，同时可以承办各种展览；竹器
博物馆陈列了国内外各个时期的
竹器 5000余件，反映竹器发展的
脉络和各民族在竹器制作方面的
精湛工艺。所有藏品均由中国汉
画学会会长、国家博物馆原副馆
长陈履生提供。

陈履生说，文旅正成为中国
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选择
让“最美乡村”和博物馆群落相结
合，打造一个文旅新地标，是推动
文旅结合的一个尝试。

“致敬镇江 经典传诵”
大学生诗词大会举行

一座山水城，半部江南诗。
有着3000多年历史文化积淀的镇
江，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历代
文人在这里留下诸多名篇名句。
涉及镇江的古诗词数以万计。

为深入开展文化类社科普及
活动，助力镇江“跑起来”，我市组
织开展了“致敬镇江 经典传诵”
大学生诗词大会系列活动，取得
热烈反响。活动包括诗词抄写打
卡大赛、镇江诗词系列讲座、大学
生诵读视频大赛等。在镇11所高
校全部参加了活动，1万多名在校
大学生参赛。经过层层选拔，江
苏省交通技师学院的邵悦获得决
赛冠军。

“文化在线”共享平台
增强群众获得感

我市着力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与科技融合发展，在全省率先建
成“淘文化网”首个网络公共文化
产品和服务社会化平台、“文化镇
江云”首个地级市公共文化服务
云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全市
各级文化场馆数字资源信息，全
面实施“文化在线”公共文化产品
供给新模式，实现市县镇村联动，
引导社会广泛参与，有效提升了
我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水平，切

实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
化惠民与群众文化需求的有效衔
接。被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信息
化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联 合 评 为

“2020年度江苏省智慧文旅培育
项目”。

其中“文化镇江云”在今年主
动适应疫情防控需要，创新推出

“云直播”“云培训”“云旅游”“云
观展”等在线服务近 3000 项，为
全市 1246 支文艺社团提供展示
平台。

2020金山文化艺术节
举行

2020金山文化艺术节于 8月
30 日开幕，一直持续至 10 月 15
日。今年金山文化艺术节与往年
不同的是，为配合疫情常态化防
控要求，开幕式放在了户外，以

“演出+文化夜市+云分享”的形
式，全程 5G直播。现场设立多个
舞台，以及趣味横生的文艺集市，
镇江市民足不出户也能通过云分
享感受现场超燃氛围。

金山文化艺术节期间，全市
共设置了精品剧目展演、群众文
化活动、艺术展览与讲堂、金山合
唱节、街头文艺表演以及文化惠
民品牌计划等六大板块，超百场

“文化大餐”，并根据疫情防控的
需要，创新了“云端资源、网络直
播、街头展演”文化服务方式。

其中，“转角遇见——街头文
艺演出”板块是疫情防控常态化
要求下的创新之举，镇江全市的
文艺家们应邀在各大著名景点、
综合体、市民广场等地开展声乐、
器乐、曲艺、非遗技艺等各种形式
的表演，点亮了“夜镇江”，为城市
注入文化新活力。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稳步推进

镇江因大运河而兴，大运河
沿线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为贯彻
好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我市围绕“江河
交汇津渡文化示范区、古今水利
航运科技体验区”的目标定位和

“江河交汇 山水名城”的运河城
市定位，近年来做了不少打基础、
补短板、利长远的工作，顶层设计
日渐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初
显，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成果丰硕。

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我市
今年举办了多种文化活动，如“江
河交汇·我爱运河”镇江市少儿绘
画大赛获奖作品展、“行走江南运
河”镇江-杭州摄影家采风及作品
展、京杭大运河江苏流域戏曲文
化传承与创新工程第三届戏曲艺
术展演等，让广大市民领略运河
之美、传承之美。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完成验收

2020年 11月 26日，镇江市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
完成了验收，成为文旅融合的现
代公共服务新模式和新亮点。

示范区自 2018年创建以来，
我市在文化阵地建设、服务效能
提升、创新保障机制三方面精准
发力，全市 56个镇（街道）综合文
化站全部建成，平均面积达到
3021 平方米；全市 665 个行政村
（社区）均建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平均面积达到1238平方米，建
成率居全省第一，市县乡村四级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现全覆盖。
我市制定国家标准，打造文化广
场管理服务新样板。由市文广
旅局牵头实施的文化广场管理服
务标准体系试点通过验收，成为
国家标准，形成了文化广场管理
服务标准化及示范应用的“镇江
样板”。

《江苏文化史·镇江卷》
出版

12月，《江苏地方文化史·镇
江卷》（以下简称《镇江卷》)正式出
版。《江苏地方文化史》是 2016年
启动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

程”出版成果，《江苏文库·研究
编》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个设区市
各设一卷。

《镇江卷》编撰工作于2017年
正式启动，历经 3年时间，终于圆
满完成。这套书是镇江历史上第
一次对镇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系
统整理、研究和总结的著作，从距
今 20-24万年的句容放牛山旧石
器遗址算起，时间跨度上下数十
万年。全本共17章、40多万字，系
统梳理了镇江历史文化的发展脉
络和规律，有效填补了镇江文化
史的学术空白，是镇江社科界重
要的史学著作。该书的出版填补
了镇江长期没有完整、系统的地
方文化史的空白。

《江苏地方文化史·镇江卷》
正式出版是全市文化建设的一项
重大工程，也是镇江文化建设史
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苏颂千年诞辰纪念活动
隆重举行

12月10日是北宋科学家苏颂
诞辰 1000周年，我市隆重举办了

“苏颂千年诞辰”纪念活动。苏颂
（1020年-1101年），字子容，北宋
名臣贤相，伟大的科学家，在天文
学、机械传动和药物学等领域攀
登上了世界高峰。

今年，我市修建了苏颂祠。
当天的纪念活动上，副省长马秋
林、市委书记马明龙共同为“苏颂
纪念堂”揭牌。市委副书记、市长
徐曙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所长张柏春，省科技厅副
厅长蒋洪出席活动并致辞。我市
出版了《苏颂精神长青》，现场举
办了赠书活动。老领导、市历史
文化名城研究会荣誉会长钱永波
等嘉宾作了发言，国家杰青、中国
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
峰作了主旨报告。当天下午，苏
颂研究领域相关专家学者，市历
史文化名城研究会、苏颂研究会
有关人员，以及镇江苏颂后裔进
行了座谈。

（本版摄影 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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