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罗镇的邮递员》封面。
（少年儿童出版社供图）

荩 刊第三版·要闻

■ 十八大以来，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
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快发
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 《关于加强 “一带一
路” 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先后印发，
统筹对外文化交流、 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 讲
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文化走出去力
度空前加大 荩 刊第二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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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成就综述

■ 五年来，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入
发展快车道。 各地各有关部门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重心下移、 共建共享， 补齐短板、
提高效能， 打通公共文化服务 “最后一公里”。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公共文
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基层倾斜。 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显著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 五年来， 各地和有关部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着眼供给侧发力，积极构建现代文化市场
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努力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 2016 年， 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18071 亿元增加到 30254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3.48%提高到 4.07%

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产业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文化走出去力度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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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强军

没 有 过 去 时 ，只

有进行时”“强大

的祖国、 一流的

军队是历史给予

军改一代人的最

好 馈 赠 ”———作

为一部回顾强军

成就、 启迪强军

未来的“走心”之
作， 大型电视纪

录片《强军》的播

出如同催征的号

角， 激发起全军

官兵以更大热情

投身强军兴军新

征程。

“改革 ，
让人民军队
站上了新的
历史起点”

“改革，让人

民军队站上了新

的历史起点。”中
国战略文化促进

会常务副会长罗

援将军说， 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军

改革强军事业所

取得的成就有目

共睹、令人振奋，
“人 民 军 队 体 制

一新、结构一新、
格局一新、 面貌

一新。” 党中央、
习主席以 “得罪

千百人， 不负十

三亿” 的历史担

当，铁腕惩腐，强
力正风。 今天的

人民军队， 正勇

敢地抖落一身尘

埃， 迎来风清气

朗的寥廓长天。
当中国 “史

上 最 牛 军 改 ”的

大幕拉开， 全世

界为之惊叹———
茛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许旸

中国式童话让美好情愫积聚发酵
《布罗镇的邮递员》面世一年余加印九次，传递向上向善的暖意

一个地图 上 看 不 见 的 小 镇 、 一 名

平凡少年阿洛 、 一份不起眼的 邮 递 员

工作……这些看似普通的元素交织在一

起，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张力———43岁作

家郭姜燕创作的长篇童话《布罗镇的邮递

员》， 自去年8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后，仅仅一年多，已加印九次，累计发行逾

14万册。收获了市场口碑后，《布罗镇的邮

递员》也赢得了“五个一工程”图书类奖

项、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级

大奖的认可。“虽已过不惑之年，但身为儿

童文学创作队伍中的新兵， 现在还有一

丝丝恍惚。” 爱笑的郭姜燕长期从事一

线语文教学 ，在每天与小学生们的 “耳

鬓厮磨”中汲取灵感，文字中洋溢着欢快

朴实的气息，传递出向上向善的暖意。

扎根泥土的东方式幻想，
蕴含巨大精神能量

掌握时间秘诀的松鼠、 会绣锦被

的刺猬、滔滔不绝讲故事的獾……《布
罗镇的邮递员》 讲述了阿洛肩负送信

任务、弥合小镇与森林裂痕的故事。阿
洛在探险历程中遇到的主角都拥有隐

秘的特长或“怪癖”，但他理解、包容和

帮助形形色色的收信人， 融化了不少

心灵的坚冰。
书中串起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

联的短篇故事， 好似15曲层层递进的

交响乐章，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发酵，
直至充盈在读者心间。 业内评价这是

一部“扎根泥土的中国童话”，从丰富

的现实生活中汲取东方式幻想元素，
艺术魅力呼之欲出。茛 下转第二版

上海“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巡礼

庆佳节，捏个面塑小兔送邻居
松江区泗泾镇马金城一家三代传承国家级非遗海派面塑传统技艺———

白色面团在手掌间快速揉搓，
用剪刀剪出长耳朵与短尾巴， 捏出

四腿， 最后再黏上两只红眼睛， 一

分钟不到， 栩栩如生的小兔子便在马金

城手中魔术般诞生。 恰逢中秋佳节， 这

几天， 这位 77 岁的面塑高手格外忙碌，
他做了十几个面塑 “小兔子”， 作为节

日礼物送给邻居们。
面塑， 俗称面花、 花糕、 捏面人，

早在汉代就已有文字记载， 被誉为 “立

体的画、 无声的戏”。 近年来， 面塑作

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广泛关注，
这个技艺正在以马金城为代表的马家三

代中不断传承发扬， 从妻子、 儿媳再到

孙女 、 外孙女 ， 一家三代都是 面 塑 高

手。 对马金城一家来说， 面塑带来的不

仅是乐趣， 更是蕴含着一家人传承传统

文化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师从“上海面人赵”，一心
为面塑

走进马金城的家， 十几平方米的客

厅中随处可见面塑作品， 关羽 、 嫦娥、
十二生肖…… 茛 下转第四版

上海戏曲，舞台之上中秋喜团圆
中秋戏曲晚会汇聚沪上七大剧种，老中青“咸集”、文武戏“兼备”

京 、昆 、越 、沪 、淮 、评弹 、滑 稽

戏———七 大 剧 种 ，40 后 一 直 到 90
后———老中青几代 “台柱子”，20位

梅花奖和曲艺牡丹奖得主，《喜迎十

九大 同唱中国梦———2017上海市

中秋戏曲晚会》3日晚在上海大剧院

举行。中国戏曲与传统佳节相逢，绘
就一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交相

辉映的美卷。
本台晚会以 “东方之韵” 为主

题，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团、上海

越剧院、上海沪剧院、上海淮剧团、
上海评弹团和上海滑稽剧团与部分

民营剧团、戏曲爱好者同台亮相，展
现了上海“十三五”期间戏曲舞台艺

术的创作成就。 茛 下转第二版

家风里的家国情怀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上海京剧院大武生奚中路（右）与上海昆剧团团长、刀马旦出身的谷好好领衔武戏表演。 （东方卫视供图）

崇明：坚持生态立岛毫不动摇
既是三岛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全市发展的需要、国家战略的需要———

如今，一提起崇明，大家都知道

是个好地方，是生态岛。从某种意义

上 说 ， 崇 明 已 经 成 为 生 态 的 代 名

词———崇明即生态，生态看崇明。但
崇明与生态并不是天然联系在一起

的。找到生态发展这条路，崇明区经

历了不断摸索、不断碰壁、不断尝试

的曲折过程。 崇明区委书记唐海龙

说， 坚持生态立岛是既是崇明区自

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全市发展的需

要、国家战略的需要。高标准、高品

质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首

要的是坚持生态立岛毫不动摇，坚

定不移地做好生态文章。

找到生态岛建设这条
路不容易

历史上， 崇明经济基础一直比

较薄弱。
上世纪80年代， 崇明吸收市区大工业

辐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实现

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家电行业打造出了很

多全市甚至全国知名品牌， 如万里电

吹风、葵花吊扇、方方洗衣机、远东电

冰箱等。
茛 下转第四版

■听书记说·党建引领促发展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俯瞰崇明东平国家森林公园。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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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
作，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 为民族团结进
步事业指明前进方向

五年来， 民族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 牵动
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心 。
他一次次走进干部群众
中间，访民情 、问民意 ，
对民族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寄予深切期望

■ 共奔小康 ，一
个民族都不能少

■ 手足相亲 ，像
石榴籽那样紧紧拥抱

■ 同心筑梦 ，凝
聚起中华儿女的磅礴
力量

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三位物理学家

外国乐团纷至申城
音乐大餐琳琅满目

荩 刊第二版·要闻

荩 刊第四版·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