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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同期声

为文化艺术事业建言献策
看代表委员们在关注啥

■本报记者 俞越

编者按：初春的北京，处处生机盎然。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先后于3月4日、5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又一次进

入了“两会时间”。这几天里，代表们、委员们肩负人民重托，共商发展大计。各种议案提案涉及方方面面的事项，多位来自文艺界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关注艺术的代表、委员纷纷为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建言献策，让我们看到文艺界人士的责任与担当。

数字化建设、数字艺术、美育教育、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这些“热词”，高频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无疑，它们正是代

表、委员们当下最为关注、也是急需得到大家关注的话题。本期，我们关注艺术界代表委员们的“金点子”。

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深

入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党的二十

大报告把“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

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协副主席、广

东省美协主席、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

蓝在此次两会上，提出建设“国家艺术大

家档案”数字化平台。她建议建设“国家

艺术大家档案”数字化平台：一是建设“国

家艺术大家档案”数据化平台，列入中宣

部“国家文化记忆和传承”工程。二是打

造“987”口述史工程体系，为新中国培养

起来的第一第二第三代艺术家们留下重

要的口述影像资料，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研

究留下热辣滚烫的第一手资料。采录的

影像资料形成“987 口述史料数字档案系

统”，接入“国家艺术大家档案”数据化平

台，让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在研究中得以

互证，让当代艺术家群像展现完整、鲜活

的面貌。三是聚焦“大家”重点培养工程，

加大我国艺术名家大师和优秀中青年艺

术人才的培养与推介力度。借助国家“国

家艺术大家档案”数据化平台，做好“4 个

1”工程，即一位艺术大家“1 个展览”“1 场

研讨会”“1部纪录片”“1部传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张继

同样也关注到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

建立文艺资源数字化行业协同机制，加快

文艺数据要素建设。他建议各级文艺团体

和组织应尽快建立本领域、本系统文艺资

源数字化协同机制，制定数据互通和应用

互通标准，推进共建共享，最终关联形成中

华文艺资源数据库。以国家级文艺奖节和

重要文艺品牌活动数字化为抓手，积极开

展文艺数字化国家级应用新场景建设，从

而形成优质文艺资源汇聚、转化、存储、利

用的良性链条和生态，以点带面实现全行

业资源数字化。对文艺行业已建或在建数

字化工程和数据库开展调查，并针对文艺

数据资源生产存储、开发利用及安全隐患

等情况进行摸底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

完成数据资源关联整合和流通利用。

艺术数字化工程迫在眉睫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浙

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许江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过程中，现有的美术人才队伍在数量与

质量方面，仍无法完全满足需求。他建

议：一、坚守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构建中国

画人才培养体系。艺术类中国传统绘画人

才培养亟须正本清源，守正创新，聚集全国

的专业力量，汇通艺术与人文学术资源，重

建中国古典脉络中的“通人”之学，重塑新

时代的艺术风骨。进一步优化中国画学人

才选拔机制，进一步深化中国画学教育教

学改革。二、坚持不拘一格降人才，构建回

应时代需求的美术人才选拔体系。进一步

加大具有校考资格的院校和专业的自主招

生力度。进一步优化艺术招生改革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

茂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对把美术融入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行了调研，他提出如

下举措建议，1.让面向未来的新时代全学

科型的“大美术”成为新质生产力；2.充分

发挥现代审美与艺术设计在推进新型工

业化过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3.用美术赋

能新增长点，助力新兴产业培育壮大；4.用
艺术品质和人文精神为布局未来产业注

入持续动力；5.以艺术设计培育新业态新

模式，助推传统制造升级计划；6.加强美术

与乡村振兴、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中国

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北京市美协副主席吴洪亮曾在 2022 年呼

吁建立“全国美术馆专业人才职称评审制

度”，得到了部分省市有关机构的支持，但

美术馆专业人员职称评审难的“痛点”依

然存在，今年，他再次提议加快建立全国

美术馆专业人才职称评审制度，理顺体制

机制，呼吁以“政府主导、行业参与、明确

职责、形成合力”的方式，为美术馆人才发

展创造良好生态，为进一步实现文化强国

作出贡献。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二

是精心组织、充分调研，建立健全美术馆

人才制度体系；三是理顺体制机制，因地

制宜地制定评价标准；四是加强宣传、营

造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

员王珂认为现在60岁退休的职工，他们的

智慧处于成熟状态，体力也很充沛，过早

离开工作岗位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

费，尤其是从事书画工作的艺术工作者。

应更好地利用好退休专家资源，完善艺术

人才培养模式，建议建立和推广艺术名家

工作室，培养基层文艺骨干，促进地方文

艺创作水平提高。

人才是“关键变量”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

席、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

为山认为，全民素养的提升正是新文化滋

生发展、创新创造的基础，因此，推进全民

美育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和谐意

义重大。美育不仅涉及审美素养的提升，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心灵的涵养、理想

的培植。他在提案中写道：全民美育是全

面性、终身性的美育，不局限于某个时段、

某些对象、某类范畴，而是要打通“围墙”，

统筹构建一体设计、分段实施的“大美育”

工作体系。在他看来，全民美育突出体现

美的化育，助力营造美的环境，贵在提供

美的享受。实施策略包括一是通过优质

美育资源占领网络高地，实现网络净化；

二是在推动全民美育中改善社区环境；三

是通过全民美育带动教育改革，进一步在

学校教育中强调中华美学精神，将美育贯

穿于整个教育体系，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操和审美能力；四是通过书法普及带动

全民美育。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

焦兴涛建议，推动艺术疗愈融入学校美育

体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建设。他认为，

艺术疗愈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形式，其治疗

方法涉及绘画、音乐等多种形式，并与中

国的学校美育中的许多内容存在天然的

契合点。把艺术疗愈内容纳入学校美育

教育，可以拓展学校美育内涵，并成为学

生心理健康建设措施的重要补充。

美育要渗透至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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