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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生产
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

“新中国成立70年，是宁波文化从百废待兴，
干发新枝到繁荣发展的70年。”宁波市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魏祖民在发布会上介绍，70年来，一批重
大文化设施在宁波建成投用，文化活动蓬勃开展，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各项工作亮点纷呈，走在全国
全省前列。

魏祖民介绍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宁波文艺
创作生产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文艺人才也随之
快速成长。

诗集《看见》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音乐剧《告
诉海》、歌剧《红帮裁缝》、舞剧《十里红妆·女儿
梦》、电视剧《向东是大海》、歌剧《呦呦鹿鸣》等入
选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甬剧《典妻》
获得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舞剧《满江红》、
《花木兰》荣获中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到目
前为止，我市已连续七届共21部作品入选全国“五
个一工程”；连续13届共38件作品获得全国“群星
奖”；89部作品入选省“五个一工程”，近400件优
秀作品获全国各类常设性文艺奖项，获奖数量在
全国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名列前茅。

大批公共文化设施投用
让市民享受实惠

在此期间，大批公共文化设施建成投用，让广
大市民享受到了文化惠民的实惠。

本世纪初，宁波市提出“人人参与文化、人人
建设文化、人人享受文化”的理念，累计投入110多
亿元，沿余姚江、奉化江、甬江规划建设“三江文化
长廊”，先后建成宁波大剧院、宁波影都、宁波美术
馆、宁波博物馆、宁波市图书馆（包括新馆）、宁波
书城、宁波文化广场、宁波市城市展览馆等一批大
型公共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不断丰富，极
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截至2018年底，我市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
施建筑面积达到2531.04平方米，位居全省第一。
目前全市共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590家。图书馆、
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率先在全国探索免费开
放机制。

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
“十五分钟文化圈”

不少来宁波的游客发现，在这里能参加的
文化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宁波也在全
国率先探索实施“十五分钟文化圈”、“一人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等文化品牌。目前，文化
管理职能部门每年送戏下乡6000多场次，公
益电影下乡25000多场次，这在以往都是很难
想象的。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自2016年
8月正式实施以来，参与人数已超过15万人
次。“天一阁·月湖景区”推出的“天一荟”，也
让更多外地游客感受了宁波传统地方剧目的
魅力。

金鸡百花电影节、亚洲艺术节、东亚文化
之都·宁波活动年、宁波·尼斯国际嘉年华、“飞
天奖”“星光奖”……近十多年来，各类高规格
的演出、盛典也频繁在宁波举办，让广大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各类高端文化文艺活动。

文化产业已成为
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

魏祖民在发布会上介绍说，70年来，宁波
始终坚持把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
任务来抓，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目前我市
共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1699处，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1处。以保国寺、天一阁、
河姆渡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等为代表的文化
遗产成为我市“金名片”。

魏祖民说，宁波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25项、省级96项，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15位、省级78位。

魏祖民在发布会上指出，自2003年试点
以来，全市文化产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新
时期。

2018年我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793.74
亿元，比2005年90.81亿元增长7.7倍，2005-
201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2%，高于
同期GDP年均增速6.1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已
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

用三年时间
锻造十万“文艺甬军”

2019年初，宁波提出了“文化宁波2020”
建设计划，全面推进“书香宁波”“影视宁波”

“音乐宁波”“创意宁波”建设进程，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多样化高质量文化需求。

建设“书香宁波”方面，目前，天一阁博物
馆扩建工程已经启动，与故宫博物院战略合
作也在进行之中。特色民营书店在宁波也有
了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

在推进“影视宁波”建设中，宁波将依托
现有影视产业集聚优势，推动宁波影视产业
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转变，推动影视创作生
产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2018年，象
山影视城实现收入 25.19 亿元,同比增长
54.7%；年接待游客量280万人次。

在大力建设“音乐宁波”方面，宁波音乐
港核心区建设，未来也将打造具有行业引领
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音乐产业高地和现代文旅
地标。目前，绿岛音乐公园、“乐巢”音乐产业
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让文化“走出去”，正在不断提升宁波文
化影响力。中国-中东欧博览会、东亚文化之
都·宁波活动年、保加利亚索菲亚中国海外文
化中心等让更多外国友人增加了对宁波的了
解。

魏祖民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宁波也涌现出一批在全
国有影响力的“文艺甬军”。

陈振濂、叶辛、俞峰、吴玉霞等12位国内
文艺大师都已在宁波设立工作室。

2018 年开始实施锻造十万文艺甬军、
夯实基层文联基础三年行动，计划通过三
年努力，到 2020 年底，市级文艺家协会会
员达到 1 万人，区县（市）级会员达到 2 万
人，基层会员达到7万人，形成全市文艺团
队建设体系。

9月26日上午10时，宁波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2场。
本场新闻发布会由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宁波市文联联
合发布新中国成立 70 年尤其
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宁波
文化繁荣发展的相关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阅兵中，陆军、海军、空军航空兵部队将
组成受阅机群飞越天安门。目前，各受阅梯队飞行
训练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记者近日从空中梯队指挥部了解到，为确保完
美受阅，他们必须克服组织指挥、协同配合、空域调
配、队形保持、复杂天气、特情处置等六大困难。

空中梯队指挥部副指挥员刘国云说，绝大多
数梯队都是不同单位混合编组。部队进驻后，空中
梯队指挥部第一时间规范组织程序，明确各梯队
牵头单位、计划安排、实施流程和协同方法，对每
架飞机从起飞到着陆的数万个飞行数据都进行计

算和校对，确保组织指挥和协同配合顺畅高效。
“这次空中梯队训练的训练空域、基准航线等

资源有限，这就需要精准调配。”刘国云说，为避免
飞行冲突，确保飞行安全，他们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掌握每架飞机动态，确保空中梯队在阅兵航线上
各个阶段准确航行、安全无误。

进入秋季，各受阅机场云多、能见度低。“甚至
可能出现降雨、大雾和雷暴等极端天气。”刘国云
说，“我们针对不同阶段研究气象条件，周密制定
相应预案，组织开展复杂气象条件下起降和机动
转场受阅、强行起飞去备降机场等针对性训练。”

“米秒不差是一条硬杠杠，但受低空气流和前

机尾流交织影响，保持编队队形对飞行员技术水
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刘国云告诉记者，空中各梯
队对每次训练、每架飞机的成绩进行评判，快速准
确测定出时间误差和航迹偏差，训练质量效益不
断提高。

此外，受阅航线上高大建筑物比较多。大批机
群必须先从它们上空飞过，再降低飞行高度，以最
佳观赏高度飞过天安门，其间调整姿态的时间非
常短。“并且航线下方均为人口密集区，空中特情
处置压力很大。”刘国云说。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受阅机群有信心和决心
奉献精彩的空中盛宴。”刘国云说。

空中梯队克服六大困难确保完美受阅
●关注国庆阅兵

□记者 施代伟

市民文化大餐越来越丰盛
创新机制推动宁波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创新机制推动宁波文化事业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优秀文艺活动，让市民获
得感幸福感满满。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