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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文化既是重要

内容、重要标志，也是重要支撑、重要力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动文化繁荣

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全省文化战线

认真贯彻落实省两会精神，按照《政府工作报

告》的任务安排，发挥安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优势，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加快建设繁荣兴盛的文化强省。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去年，我省文艺

创作精品迭出，荣获全国性文艺奖项18个。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艺精品创作，推

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我们要准确把握文化强省建设重点任

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创作

生产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重大项目调度、创

作方案论证等机制，提高文艺原创能力，打造

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作品。”省文化和旅游厅

厅长周明洁介绍，我省将探索“揭榜挂帅”模

式，从题材规划、创作立项、创排演出等关键节

点给予扶持。突出文化和旅游部重点项目，创

作打磨黄梅戏《山这边山那边》《临涣茶馆》，重

点扶持大戏5部至8部、小戏20个，并实施黄

梅戏曲本典藏工程。同时，围绕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5周年，组织系列文艺活动，办好

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举办优秀剧

目全国演出季、优秀新创剧目、声乐器乐舞蹈

等系列展演活动。

文化为魂，产业为基。《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抢占数字文化

产业制高点，支持通用人工智能、未来显示、元

宇宙等在文化产业领域集成应用和创新，加快

发展数字出版、数字视听、数字创意、数字娱乐

等新型文化业态。

去年，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第 14次上榜

“全国文化企业30强”。“今年，我们聚焦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明晰了‘1234’发

展战略，即争创一流文化企业，打造终身学

习、终身记忆两大品牌，构建文化、教育、数

字三大产业矩阵，明确使命任务传统书、美

好生活社会书、融合发展 IP 书、科技赋能

AI 书‘四本书’实现路径。”安徽新华发行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金涛介绍，

该集团将持续强化主渠道地位，创新打造

文创产品，持续扩大皖新教育品牌影响力，

围绕“文化+民生”产业打造文化物流，充分

发挥文化进出口资源优势，打造全国文化

服务创新标杆企业。

浩浩江淮，文化富矿。去年，凌家滩遗址

被认定为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标志

性遗址，全省新认定中国传统村落70个。

“我们要树立‘大考古’思路，深度参与‘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课题研究，积

极对接攻关重大课题，持续推进淮南武王墩、

凌家滩等重点考古发掘项目，以考古新成果实

证安徽在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

多年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何长风介绍，今年，我省

将构建“大保护”格局，全力推进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工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开展实地调

查，争取将更多资源纳入文物保护范畴。对全

省传统村落古民居文物资源进行调查摸底，完

善传统村落文物资源数据库，加强传统村落古

民居保护利用。持续推动长江、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安徽段）建设，实施孙家城、华龙洞等

一批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展示项目，推进明中

都、凌家滩、繁昌窑、双墩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建设，积极发挥遗址公园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

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是文化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去年，全

省691个公共文化空间投入使用。《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扩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建

成公共文化空间600个以上。

“广大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是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的重点和难点。目前，全县已经建

成12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44个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为群众打造了家门口的‘文化会客

厅’，并招募选聘文化管理员、农家书屋管理

员、文化带头人，实现公共文化场馆真正‘转

起来’。”来安县文旅局局长张汉奎介绍，今

年，全县将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结合特色

旅游资源，创作更多既有文化韵味、又有时代

精神的文艺作品。同时，加快推进公共文化

新空间建设，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半塔镇

红色记忆馆、少奇楼等红色景点，努力将半塔

红色文化区打造成“最美文化空间”，开发更

多形式的文化旅游载体。

（张理想）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全省文化战线努力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

贯彻落实省贯彻落实省两会两会精神精神 ·各地在行动

从一个

资深的写新

闻的记者，

跨越到一个

新晋的写旧

闻的小说作

者，勇强的

人生和精神

世界，都变

得更加丰厚

和宽阔。

这次他

的小说《出

函关》出版，

就是这样的一次自我的突破。从快速的对热

点的事件和人的审视与报道，转换成跨越了几

个大历史时代的家族命运的小历史书写，他的

精神世界，需要从更大的时空，构建对个体和

社会以及民族与国家命运的认知和理解。

他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受限的题材。是依

据家族记忆和他的父亲的人生经历构建的非虚

构小说。也因此，不宜嫁接和改编其他的人的故

事和命运，也因此，少一些文艺腔调和复合读者

期待的复杂戏剧性冲突。但这本小说的社会学

意义也因此变得更有民间历史的文档意义。因

为，这是一部跨越了民国乱世，社会主义国家建

立，和社会主义五年计划重点建设的新兴的社会

的建设高潮，以及文革和随后的改革开放的多个

重大历史时代的个人微历史，却为过去的几代人

的社会背景和社会运动呈现的历史性社会命运，

切出了一个历史的剖面。

每个人的命运终不相同。但很多人的命运

却有相似的共同背景，甚至一些人有着公共的时

代集体命运部分。这本小说是一个社会主义初

建的理想主义时代的青年的奋斗史，也是百年的

民族的苦难与民族追求复兴的大历史的投射。

当代中国的社会，几代人的经历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两千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经验中的

中国是繁荣的现代化的工商业社会，更早的一

代人却经历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

换。更老一代人经历过共和国建立和文革。

几代人在快速发展变化的中国，有着不一样的

经验，认知也存在各自的角度的差异。

而能够贯穿几个时代，具备着理想主义色

彩，或者，为上上一代具备理想主义并且为之

奋斗过的人群，书写历史流变中的他们和他们

的故事的小说，就具备了特殊的意义，和更广

的视阈，为这个社会和这个民族，以及不同年

代的人，审视生活，理解时代，理解百年民族复

兴的宏大历史，和个体奋斗以及个体命运的艰

辛与坎坷，以及历史大命运和个体小命运那些

令人动容的悲欣，成败，与人与命运的相互塑

造，构建了一个可信的富有细节的样本。

作为一个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朋友，我理

解并且关心这部小说，所不经意间揭示的一段

被忽视的历史壮举，那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多个重点项目，其中二十

四项落地在陕西。而这其中大多数又落地在

西安这座古城，这座曾经在古老辉煌历史上举

足轻重的城市。西安也经历了千年的落寞和平

淡。在一九三六年陇海铁路通车后，西安真正意

义上的开始了迟来的现代化历程。而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那些重大项目在西安的大规模实施，推

动了西安这座历史之城的现代化的脱胎换骨的

转变。甚至于同时期的交通大学西迁西安，高校

院系大调整，西安的高校的大规模的布局和建

设，都是这个恢弘的历史的动人的故事。而这些

历史，却在历史演进中，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甚

至后来的西安市民，也大多数对这段历史缺少了

解。这座城市的近现代命运，有着深刻的国家和

民族的命运的影子。

而这部小说中所记录的那些建于那个时

代的国防大厂，也正是那个热烈的年代的历史

见证，也正是主人公的人生的主要舞台。

这些小的个人的故事，却隐隐书写了一个

大历史的家国命运的故事，一座城市被忽略被

遗忘的时代的故事。

有太多天南海北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作

者，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座城市，建设重塑了这

座城市，有更多的他们，在更多的城市，建设重

塑了这个国家。

在个人的跨越城乡，跨越知识，跨越社会

身份的个人奋斗的故事背后，这部小说隐含

的，就是那段峥嵘却热烈的家国故事。

这还不是一本书写技巧足够高超的文艺

小说，但是一本试图理解自己是谁，自己从哪

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尝试，和跨时代的民

间的局部历史观。

作者简介：史雷鸣博士，生于 1976。工作

生活于西安。诗人，艺术家。任教于高校。研

究符号学，美学，哲学，人工智能等领域。

这部小说隐含的，
是那段峥嵘热烈的家国故事

2月20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22个项目

入围终评。郎溪县磨盘山遗址名列其中，这是我省唯一入围的项目。

磨盘山遗址位于郎溪县飞鲤镇新法村，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

南漪湖的东岸。该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自

2015年以来，先后开展了三次发掘。

经初步确认，现存遗址区域分为东西两块，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三

次发掘均选择在西侧的遗址核心区进行，发掘面积共1625平方米，发现

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

的连续文化堆积。

三次发掘共清理上自马家浜文化晚期、下至南宋早期的墓葬342座；房

址77座，大部分为马家浜文化晚期；灰坑163座，大部分为夏商时期；出土可

修复遗物4000余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铜器、瓷器、硬陶器、原始瓷器等。

磨盘山遗址延续时间长，谱系完整，是长江下游地区少有的延续时间

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该遗址对于探究该地区以及整个长江下游史

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青铜时代的中原化进程，以及先秦社会的文

化交流，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皖南地区的演进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

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主办，共33个考古项目参评。经过推介、初评、终

评等环节，最终评选出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张理想）

磨盘山遗址入围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2 月 20 日 下

午，马鞍山市花山

区江东街道金瑞

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联合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举

办“欢乐闹元宵 同

心庆团圆”元宵节

主题活动。社区

工作人员和居民

们欢聚一堂，包汤

圆、猜灯谜、投壶

竞技。通过传统

文化的展示和互

动体验，帮助居民

加深对传统节日

元宵节习俗的了

解，增添了欢乐祥

和的气氛。

通讯员 胡智慧
盛千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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