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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物馆看一场艺术精品展,在图书馆
听一堂名人讲座,在剧院看一台精彩大戏,在
艺术馆免费学习广场舞、刺绣、核雕……文
化，正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安
徽省的文化成就，在近年来也是有目共睹。

2014 年，蚌埠大禹文化产业示范园在
竞争异常激烈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评选命名中脱颖而出，一举实现我省国家级
文化产业园区零的突破。

在连续两届安徽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
中，省文化厅的“好戏大家看”系列展演展示
活动精品迭出、最为瞩目。2016 年第三届
消费季好戏大家看系列展演展示活动，汇聚
了 48 台新创和获奖剧目、4 个艺术专项展
演、4个美术展览，共1395场惠民演出。

文物保护方面，2014 年大运河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安徽省世界文化遗
产增至 3 处；徽州区呈坎村和泾县黄田村
被确定为国家文物保护样板工程（全国共3
处）；我省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111 个；含山
凌家滩考古遗址公园、凤阳明中都皇故城
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立项名单，实现了我省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零的突破。

目前，我省现有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
馆 197 座，其中非国有博物馆 66 座，纳入中
央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有 89 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目前
全省共有公共图书馆 122 个，文化馆 122
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1437 个，公共电
子阅览室 1632 个，省级农民文化乐园 300
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
21000 个。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网络初步形成。

开展非遗普查工作，全面摸清了全省非
遗资源分布及存续现状。建立非遗四级名
录保护体系，制定多元的传承保护方案。加
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活态传承成效明
显。建立了第一个获文化部批准规划实施
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徽州文化生
态保护区。

文艺创作取得新成绩。话剧《徽商传
奇》、黄梅戏《小乔初嫁》双获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泗州戏《绿皮火车》参加第五届全
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在北京长安大剧院演
出，反响热烈，黄梅戏演员韩再芬获中国戏
剧“梅花奖”二度梅，成为我省首获此殊荣的
艺术家。何云主演的黄梅戏《小乔初嫁》参
加了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地方戏优秀中青
年演员汇报演出”，全国仅20台剧目和演员
参演。黄新德等7人入选文化部“当代戏曲
名家收徒传艺”工程等。

演出活动精彩纷呈，并开展送戏进万村
活动。2014年以来，省文化厅、财政厅开展

“送戏进万村”演出活动，并纳入省民生工
程。两年间演出 4 万余场，实现 15539 个行
政村全覆盖，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民生工程
项目。 ▋记者 张亚琴

新创民族舞剧《大禹》在安徽大剧院成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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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徽商传奇》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送戏进万村”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民生工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