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聚焦
F O C U SF O C U S

责任编辑／俞 越／0571-853118350303032 0 2 4 . 0 3 . 0 92 0 2 42 0 2 4 .. 0 30 3 .. 0 90 9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

院长舒勇提出构建新时代国家文化形象

标识体系，助力文化符号对外传播“架桥”

“破墙”的建议，建议：1、坚持习近平文化

思想引领，艺术创作者们应该对蕴含其中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加强提

炼。2、进一步加强对构建国家精品文化

形象标识的重视和研究，集中力量推出一

批能彰显中国气质的国家文化形象标识，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3、对外文化传播是

长期、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构建能够代表

中国形象的符号标识需要有丰富的内涵

支撑，不仅要推出标识，还要通过一系列

配套推广方案，带动标识“走出去”，让世

界感知、熟知。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许鸿飞表示，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

日益频繁，文艺精品“走出去”也逐渐覆盖

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文化逐渐被世界关

注。但应当清醒认识到，文艺精品“走出

去”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亟须加强顶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推动文艺精品“走出

去”提质增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他

建议注重跟踪分析文艺精品出海之后的

效果，从“走出去”到“留下来”；制定文艺

精品出海支持政策。

更好传播中国形象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如大数据、

区块链、5G、云计算等前沿数字技术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不仅

有效激发了新质生产力，显著推动了社会

文化进步和经济转型，也为艺术创作提供

了全新的手段和广阔的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马锋辉认为，我国在数字

艺术领域的技术层面与国际保持了接轨，

但在关键的人工智能技术分支上，与国际

先进水平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比如技术

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数字艺术评价标准、

学术理论、艺术市场以及公众对数字艺术

的普及程度等，需要我们通过政策支持、

技术创新、教育改革和市场引导等多维度

策略，有效地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数字

艺术生态环境，推动数字艺术的繁荣发

展。为与时俱进推动数字艺术发展繁荣，

他建议：1.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2.美育

普及与教育应用。3.艺术评价体系更新。

4.发展数字化新质文创产品。5.完善艺术

市场体系。6.构建安全与伦理框架。

繁荣数字艺术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是 2024 年政府工作任务，

文艺界的代表委员们也从各自的角

度，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张凯丽、宗庸卓玛、郭蓉、焦兴涛

委员联合提交《建立文艺志愿者“驻村

到乡”接力工作机制 切实为乡村振兴

注入精神力量》的提案，提议建立文艺

志愿者“驻村到乡”接力工作机制，积

极发挥文艺志愿者的作用，促进城乡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强村民的幸福

感和归属感，切实为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

持。一是建立文艺志愿者数据库，搭

建文化需求匹配数字平台；二是创新

文艺志愿者工作模式，打造常态化乡

村振兴志愿服务品牌；三是提升志愿

服务专业化水平，促进多元文化交

流；四是完善跟踪评估体系，构建良好

宣传保障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副主席邱运华此次提交的是《全面推

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实施“中国传统

村落志工程”》，建议从国家战略的高

度，实施“中国传统村落志工程”，摸清

传统村落的“家底”，建立文化遗产的

“清单”，并以此为抓手，为全国范围的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工作提供实践依

据和理论遵循。此项工程成立专门的

工程领导小组协调各部委、各地方的沟

通；成立学术委员会对全书的内容进行

审查把关，具体指导分卷写作；成立工

作委员会承担具体的执行工作，由此实

现前瞻性、系统性、全局性的史志编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建

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在“推动乡镇文

物保护修复提质增效”建议中，他建议

一是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文物预防

性保护的干预程度界定规范体系，明

确预防性保护修复项目资金申请、使

用规范和程序，从顶层设计上解决好

预防性保护修复项目实施难的问题；

二是在《文物保护法》修订过程中，修

订非国有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有关保护

管理规定，明确文物保护补偿原则、主

体、对象、方式、标准及资金来源等内

容，从法律的顶层设计上为构建“责、

权、利”统一的私有产权文物建筑保护

机制留出空间；三是聚焦文物保护修

复实践需求，推进文博机构与高校、科

研院所、技术型企业等合作攻关，加强

夯土建筑保护与修复、木结构建筑失

稳等领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和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攻关，加快打造一批突破

性成果和覆盖全国不同地域的示范项

目；四是大力加强目前我国高等文保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加强在规划

建筑设计等学科的城乡地上不可移动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培养。在

实际就业中，要重视提高保护队伍工

资待遇，解决基层文保机构专业人员

流失率高、人才紧缺的状态。

乡村振兴
“艺”有作为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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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和实效关系着

社会的文明程度、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生活幸福指数直

接相关。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国画

院艺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詹勇建议针对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任

务，从国家层面完善政策制度支撑：一是

出台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党群

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融合发

展有关政策文件，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职能、人员编制等作出制度性安排，健

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体制机制；

二是修订2009年起施行的《乡镇综合文化

站管理办法》，调整公共文化机构免费开

放经费补助标准，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

度，设置城镇公益性文化岗位，依托高校

建立基层公共文化人才培训研修基地，确

保乡镇综合文化站有设施、有内容、有经

费、有事干、有人管，进一步增强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发展动力活力。

出版物、影视、广告、展览、标识、牌

匾、标语、包装等社会公共领域都离不开

字库的运用，然而，字库的乱象也是令人

担忧，关于字库的话题也屡次在全国两会

中提及。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董希源 2021 年就曾提交提案关注净

化规范使用汉字书法字库，今年他再次提

交相关提案，他建议：一、中央宣传部出台

相关办法，督促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清理

各自平台字库中的字体，把标新立异、哗

众取宠的不规范汉字清除出字库；二、央

视总台带头组织书法名家、汉字专家开展

检索工作，在字库中清理不规范汉字，推

广使用具有中华传统美感的书法字体，率

先倡导规范使用汉字的健康氛围；三、各

省级区域党委宣传部下文，督促本省卫视

播出电影、电视剧等规范使用汉字，摒弃、

杜绝不规范、不严肃的字体出现；四、相关

部委举办宣传活动，呼吁全社会严格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推动当前汉字使用环境的规范化、标准

化，推进汉字的净化发展；五、中国书法协

会发出倡议，并组织书法名家成立“纠错

组”，针对各大媒体开展“纠错”活动，为净

化书法字库作出应有的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学院海上丝绸

之路研究院院长王安维提出建议，严禁

“江湖书法”进校园。他建议，要把好书法

进校园的入口关，将“吼书”“丑书”“怪书”

等各种各样的拙劣表演和字体拒之于校

园之外。同时，加强书法普及教育。从思

想上真正重视书法教育，大力推广并普及

书法教育，加强培育青少年辨别美与丑的

能力。第三，加强书法界风气建设，通过

中国文联、中国书协积极推动书法界行业

建设，强化行业自律、创新工作机制，制定

各种规章制度，旗帜鲜明地抵制“低俗、庸

俗、媚俗”等不正之风。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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