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年陆陆续续开展的“戏曲进校园”终于有章可循。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联合发布《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对“戏曲进校园”
进行了规范。其中很多硬性指标的公布，颇为引人注目。 青年报记者 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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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意见》首次对学生观摩戏曲的
数量进行了规定。2017年，在试点
基础上，有条件的省区市大中小学以
及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争取实现所有
学生免费欣赏 1 场优秀戏曲演出。
2018年，争取实现全国所有大中小
学每个学生每年免费欣赏1场优秀
戏曲演出。2020年，戏曲进校园基本
实现全覆盖。

这意味着校园将成为戏曲艺术
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国家也对这
个市场实行了准入制，也不是所有的
戏曲院团都可以像过去那样自行和
学校联系，进校园演出的。《意见》要
求，各地宣传部门会同教育、文化等
部门每三年认定一次戏曲进校园的
剧（节）目目录，于上年度11月30日
前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布。

准入制不仅是针对剧目，也针对
院团。《意见》说，戏曲艺术表演团体
和相关社会团体等的资格由各地文
化部门依据相关办法每三年审定一
次。文化部门于上年度12月10日
前通过网站发布评审公告。凡符合

申报条件的团体，按公告要求报名参
加戏曲进校园的资质统一评审。文
化部门聘请艺术及教育专家对团体
资质进行评审，确定获得戏曲进校园
资格的团体名单，并于上年度12月
30日前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布。各级
宣传部门会同教育、财政、文化部门
根据公布的剧（节）目目录和表演团
体资格名单，结合财力状况和学校需
求数量，统筹制定当年戏曲进校园计
划并组织实施。

“戏曲进校园”不仅仅是演出，国
家鼓励形式的多样化。《意见》举例
说，可以进行如戏曲名家进校园、戏
曲展演展示、戏曲赏析（讲座）等群体
性活动，形成本地本校的特色和传
统。各级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文化
（艺术）馆等要举办学生戏曲活动，开
展戏曲排演观摩、角色和行当体验互
动等活动，激发学生对戏曲艺术的兴
趣爱好。

当然，“戏曲进校园”要实施得
好，也必须有资金的支撑和保证。《意
见》强调，充分调动政府、学校、社会、

个人等各方积极性，多方汇聚资源，
共同支持戏曲进校园。“各级财政要
根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统筹
考虑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力量，统筹
相关经费渠道，积极支持戏曲进校
园。大中小学要结合实际，统筹利用
各种资源，合理支持开展戏曲教育、
戏曲社团建设活动。高雅艺术进校
园活动也要适当增加戏曲等演出的
场次。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
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参与和
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合力。要加强资
金使用管理，强化监督检查和绩效评
价，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这是继“高
雅艺术进校园”、“书法进课堂”等之
外，国家实施的又一项艺术进校园的
计划，这一系列计划都是旨在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对于学生从小培养他们
对于传统文化的感情和兴趣，这有利
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然，对于文
艺院团来说，他们也找到了一个新的
发展点——校园将成为剧场之外的
最重要的第二舞台。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为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刘海粟美术馆最近
拿出了一些“压箱底”的重藏，特别举
办了“红色印记——馆藏作品展”。

本次展览展出40余件作品是从数
千件藏品中遴选而出的。包含了国画、
油画、版画、水彩画等各个画种，涉及刘
海粟、朱屺瞻、陈佩秋等大师名家。这
些作品虽然风格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
一样的，都烙下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印记，为人们留
下了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

此次为了举办这个展览，刘海粟
美术馆对馆藏海老的作品进行了梳
理和发掘，结果找到了海老画于
1954年的国画《黄山始信峰》，1975
年的国画《江山如此多娇》，1978年
的国画《红梅图》等。这些画作都充
满了革命的豪情。更难得的是，研究
人员找到一幅刘海粟画于1955年的
油画《军舰》。画上四五艘军舰组成
的编队乘风破浪，势不可挡。人民海
军的威武豪情弥漫在画间。刘海粟
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告诉青年报记者，
据他们考证，这应该是刘海粟唯一一
张描绘海军的画作，因此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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