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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枝

“蝴蝶飞，双双起舞来相追，亲密无

间花中醉。台上梁祝两相爱，台下生旦

心相随……”歌仔戏《蝴蝶之恋》讲述了

一对歌仔戏艺人跨越海峡 38 年的动人

爱情故事，在台湾创下了戏曲商业售票

连演 5场的最高纪录。这部戏的编剧就

是曾学文，现任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

院长，被台湾学者誉为“海峡两岸文化

交流的先锋领军人物”。

引发两岸情感共鸣

曾 学 文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厦 门 人 。

厦门是海峡两岸的交流前沿，这里丰

厚 的 文 化 土 壤 是 他 的 创 作 源 泉 。“ 福

建 与 台 湾 有 太 多 直 入 人 心 的 感 人 故

事 ，关 键 是‘ 讲 什 么 ’和‘ 怎 么 讲 ’，才

能推动两岸的心灵契合，这就是我们

编 剧 的 责 任 。”曾 学 文 说 。 作 为 两 岸

关系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2008 年，

曾学文创作了歌仔戏《蝴蝶之恋》。

“ 歌 仔 戏 是 中 国 300 多 个 地 方 戏

曲剧种中，唯一一个根在大陆而形成

于台湾，并由两岸人民共同创造和培

育 的 地 方 剧 种 。 该 剧 由 厦 门 市 歌 仔

戏 剧 团 与 台 湾 唐 美 云 歌 仔 戏 剧 团 合

作 ，一 经 亮 相 就 在 两 岸 引 起 强 烈 反

响 。”曾 学 文 说 ，它 开 创 了 60 年 来 两

岸歌仔戏剧团同演一台戏的先例，被

两岸艺术界称为“两岸戏曲合作破冰

之旅”。

该 剧 的 成 功 ，也 让 曾 学 文 看 到 了

两 岸 艺 术 交 流 合 作 的 更 多 可 能 。

2015 年 ，为 纪 念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70 周

年，他创作了反映台湾民众反抗日本

侵 略 的 高 甲 戏《大 稻 埕》；2018 年 ，他

创 作 的《阿 搭 嫂》，融 合 两 岸 歌 仔 戏 、

高 甲 戏 和 客 家 戏 等 3 个 剧 种 同 台 演

出 。 这 是 两 岸 艺 术 界 携 手 对 传 统 艺

术 的 创 造 性 转 化 与 创 新 性 发 展 进 行

的大胆探索。

“ 两 岸 合 作 推 出 的 这 三 部 戏 之 所

以能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寻找到了两

岸文化交流的‘二维码’。”曾学文说，

这 些 故 事 都 是 两 岸 中 国 人 共 同 的 情

感 记 忆 、爱 情 理 想 和 精 神 象 征 ，引 发

大家的共鸣。

将种子播撒进台湾青年人心中

青 少 年 是 海 峡 两 岸 的 未 来 、民 族

的希望。近年来，曾学文在推动海峡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过程中，着眼于

将 传 统 艺 术 的 种 子 播 撒 进 台 湾 青 少

年心中。

《蝴 蝶 之 恋》剧 中 担 任 男 一 号 的

台 湾 演 员 唐 美 云 动 情 地 说 ：“ 当 百 年

之后，有人回顾记录台湾歌仔戏发展

史的时候，你和我，都没有缺席。”

曾 学 文 还 是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对 台

交 流 重 点 项 目“ 海 峡 两 岸 民 间 艺 术

节 ”的 具 体 策 划 人 ，并 积 极 组 织 开 展

海 峡 两 岸 大 学 生 戏 剧 节 等 两 岸 演 出

交流活动，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朝着深

层次的方向迈进。

同 时 ，面 向 台 湾 青 少 年 ，曾 学 文

主持举办了三届“闽南传统艺术种子

培 训 ”冬 令 营 ，把“ 教 ”“ 学 ”“ 演 ”串 联

起 来 ，推 动 两 岸 青 年 交 流 切 磋 。 2021

年，“闽南传统艺术种子培训”冬令营

入 选 由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组 织 评 选 的 文

化和旅游研究院所科研建设“优秀科

研实践案例”。

埋首闽台文化艺术研究

曾学文不仅积极推动两岸的艺术

交流，还埋首于闽台文化艺术研究，他

说：“闽台艺术研究可以给我创作提供

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作灵感。”

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曾 学 文 开 始

研究闽台文化渊源。1987 年，当台湾

开放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亲人隔绝

38 年之后相拥而泣，和背后悲欢离合

的那些故事让人落泪，由此他创作了

歌仔戏《蝴蝶之恋》；《邵江海》是在写

作“歌仔戏史”过程中，发现艺人邵江

海 对 两 岸 歌 仔 戏 发 展 有 重 要 影 响 而

创作的。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 曾 学 文 先

后出版了《厦门戏曲》《跨两岸——歌

仔 戏 的 历 史 文 化 与 审 美》《两 岸 戏 曲

行 思 录》等 专 著 ，受 到 两 岸 学 术 界 的

高度评价。曾学文说，未来将携手两

岸戏剧界不断探索，创作出更多优秀

的戏剧作品，用精彩的艺术表演唤起

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

守正创新 让闽剧“火”出圈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福建省实验闽剧院

□ 李金枝

近 年 来 ，福 建 省 实 验 闽 剧 院 坚 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

创 新 ，积 极 打 造 文 艺 精 品 ，不 断 创 新

营 销 推 广 闽 剧 ，大 力 培 养 闽 剧 人 才 ，

让 闽 剧 这 一 古 老 剧 种 迅 速“ 火 ”出

圈 。 2021 年 11 月 ，福 建 省 实 验 闽 剧

院获得“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

体”称号。

激发传统艺术新活力

“鱼 丸 ，上 等 的 鱼 丸 啊 ，我 这 鱼 丸

鲜，鱼丸韧”“七溜八溜，不离福州，清

新福建人如潮”……元旦假期，伴随着

一声声充满“虾油味”的叫卖声，闽剧

实景戏歌《七溜八溜不离福州》在三坊

七巷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欣赏。

闽 剧 起 源 于 明 末 ，采 用 福 州 方 言

演 唱 、念 白 ，是 福 建 五 大 地 方 剧 种 之

一，迄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入选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 为 全 国 唯 一 的 省 属 闽 剧 院 团 ，

福 建 省 实 验 闽 剧 院 自 1953 年 成 立 以

来一直承担着闽剧的“实验、示范”作

用 。“ 近 年 来 ，剧 院 采 取 现 代 戏 、传 统

戏、新编历史戏创作三并举的方式，不

断激发传统艺术新活力，让古老的地

方剧种呈现出新气象。”福建省实验闽

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周虹说。

2018 年 ，福 建 省 实 验 闽 剧 院 创 排

了大型现代戏《生命》，讲述了在新中

国诞生前夕，一支 50 名孕妇组成的特

殊队伍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战火

中生下孩子，以坚定信念迎接新中国

诞生的故事。“这部作品风格恢宏，又

不乏细致动人的情感表述，更具备深

刻的党性教育意义，实现了闽剧艺术

创 作 由 古 装 戏 向 现 代 戏 特 别 是 红 色

题材的华丽转身。”周虹说。

目前，《生命》已上演近百场，近 3万

人次观看；线上直播展演累计吸引 500

多万人次观看。该剧 2021 年代表福建

进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荣获中宣

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优秀作品奖，被誉为“能启发人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好党课”。

演出重心在基层

从 2013 年 起 ，剧 院 与 50 多 所 学

校 合 作 ，举 行 了 近 300 场“ 非 遗 进 校

园，文化共传承”闽剧进校园活动，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闽剧文化的熏陶，

推动了地方戏曲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福 建 省 实 验 闽 剧 院 副 院 长 林 大

立说：“剧院始终牢记闽剧传承、服务

基 层 的 职 责 ，把 演 出 重 心 放 在 基 层 ，

年平均演出场次保持在 200 场左右。”

为 进 一 步 扩 大 闽 剧 的 影 响 力 ，剧

院还走进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福

州 烟 台 山 公 园 等 地 ，开 展“ 闽 剧 进 坊

巷”“闽剧进街区”等活动。从 2012 年

下半年开始，剧院还定点开展惠民低

票价演出。

福 建 省 实 验 闽 剧 院 副 院 长 林 杰

说 ，剧 院 倾 力 打 造 福 建 文 化 交 流 品

牌，多次赴新加坡、法国、丹麦等国开

展交流演出；在台湾的马祖、金门、高

雄、台北等地的校园和剧场演出共计

21 次 ，被 誉 为 来 自 家 乡 的“ 文 化 使

者”。剧院还与马祖合作创立两岸文

化交流品牌“乡剧相聚”。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自从荔枝换绛桃，此心早许画图

人……”近日，新版闽剧《荔枝换绛桃》

上 演 。 该 剧 原 版 创 作 于 20 世 纪 50 年

代 ，新 版 大 胆 启 用 了 一 批“90 后 ”“00

后”青年演员担纲主演，以青春的气息

演绎古老的爱情故事，成为新亮点。

“20 年 前 我 看 过 98 版 的 ，再 看 现

在的新版，没想到年轻演员演得那么

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福州市民张

毅说。冷霜蝉的饰演者文焱，是一名

“00 后”，她激动地说，“一毕业就有机

会担纲主演，真是太幸运了。”

据统计，2014 至今，剧院在三年一

届的福建省青年演员比赛和两年一届

的福建省水仙花戏剧比赛中屡摘大奖。

为 探 索 闽 剧 表 演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的 新 模 式 ，2014 年 ，剧 院 和 中 国 戏 曲

学 院 附 中 合 作 开 办 闽 剧 班 ，采 取“4+

2”的 教 学 模 式 招 收 培 养 闽 剧 表 演 人

才 ，即 在 北 京 进 行 近 4 年 的 基 本 功 专

业学习，然后回到福州跟团进行两年

实践学习。

面 对 未 来 ，周 虹 满 怀 信 心 。 她 表

示，剧院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在“十

四 五 ”期 间 ，继 续 秉 承“ 名 剧 目 、名 演

员 、名 剧 院 、名 剧 种 ”的 兴 院 战 略 ，不

断推出艺术精品，为繁荣发展闽剧艺

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

贡献。

找到连接两岸交流的“二维码”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曾学文

□ 李金枝

36 年 来 ，郑 智 明 以 满 腔 的 热 忱 ，

扎 根 在 图 书 馆 事 业 这 片 热 土 上 。 从

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成长为馆长，参

与 推 动 福 建 省 图 书 馆 从 传 统 向“ 智

慧 ”转 型 ，郑 智 明 以“ 科 技 引 领 ”作 为

办 馆 方 略 ，积 极 探 索 应 用 新 技 术 、新

方 法 、新 手 段 ，不 断 丰 富 数 字 阅 读 新

体 验 ，满 足 读 者 多 元 化 、个 性 化 的 阅

读需求。

一份幸福的工作

“我从小喜爱看书，课余时间常去

父母单位的工会图书室看书。但由于

图书室规模小、图书藏量有限，新书一

到，总是被大人们借走。”郑智明笑着

说 ，当 时 无 比 羡 慕 图 书 室 管 理 人 员 ，

“要是能在图书馆工作该多么幸福！”

郑 智 明 大 学 学 的 是 电 子 专 业 。

1985 年，福建省图书馆的一则招聘计

算机管理岗位的信息，唤起她对儿时

梦想的记忆。她立刻报名参加应聘，

最终如愿成为图书馆的一员。

36 年 过 去 了 ，从 参 与 者 到 主 持

者，郑智明亲历图书馆业务从人工管

理到计算机管理、从单机作业到网络

协同作业、从印刷型文献服务到电子

型 、数 字 型 资 源 协 同 服 务 ，乃 至 当 下

智能化、智慧化建设的全过程。

在 郑 智 明 与 历 任 班 子 的 共 同 努

力下，福建省图书馆连续十三次获得

“ 省 级 文 明 单 位 ”称 号 ，连 续 4 次 被 评

为“ 一 级 图 书 馆 ”，先 后 获 得“ 文 化 创

新 奖 ”“ 图 书 馆 公 共 服 务 奖 ”等 20 多

项荣誉。她独自研制的中俄、中西文

字快速处理系统获“中国图书现代产

品交易会成果奖”；参与创建的“地方

版文献联合采编协作网”项目获得首

届原文化部创新奖等。

数字服务惠及大众

2000 年 , 福 建 省 率 先 提 出 建 设

“ 数 字 福 建 ”的 战 略 构 想 。“ 各 地 基 层

文 化 单 位 只 要 接 入 省 文 化 信 息 网

络 ，就 等 于 拥 有 了 海 量 数 字 化 资 源 ，

网 络 推 出‘ 你 点 我 播 ’等 个 性 化 服

务 ，对 解 决 农 村 基 层‘ 看 书 难 、看 戏

难 、看 电 影 难 ’问 题 开 辟 了 一 条 新

路 。”郑 智 明 说 。

福 建 省 在 全 省 范 围 内 逐 步 建 立

起省、市、县、乡四级公共数字文化服

务网络，实现数字文化服务惠及最广

大群众。之后，福建省图书馆建议实

施“福建文化记忆”数字影像工程，为

濒 临 消 失 的 文 化 遗 产 留 下 珍 贵 的 数

字记忆。

该工程从 2007 年起实施至今，已

完 成 57 个 专 题 ，电 视 专 题 片 776 集 ，

20 多万张图片的资源采集建设，建立

了 福 建 地 方 特 色 文 化 数 据 库 群 。 郑

智 明 说 ，这 些 内 容 涵 盖 了 闽 南 文 化 、

客家文化、妈祖信俗、畲族文化、船政

文 化 、朱 子 文 化 、海 丝 文 化 等 具 有 福

建特色的文化资源，成为福建文化共

享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造知识和文化“加油站”

“ 当 代 的 公 共 图 书 馆 应 当 是 开 放

的、亲和的、充满智慧的，要为社会大

众 的 文 献 阅 读 、知 识 与 信 息 查 询 、文

化教育与终身学习提供保障，我们努

力 将 图 书 馆 打 造 成 为 个 人 知 识 和 文

化的‘加油站’，民众心灵滋养的重要

场所。”郑智明说。

2018 年 12 月 起 ，福 建 省 图 书 馆

先后在福州植物园、金鸡山公园等地

开设“清新书苑”，并且实现图书与总

馆及其他分馆通借通还。

疫 情 发 生 以 来 ，福 建 省 图 书 馆 第

一时间积极投入战“疫”中，推出在线

“阅读战疫”主题板块。此外，郑智明

和 她 率 领 的 团 队 还 联 动 全 省 图 书 馆

开 展“ 读 吧 ！ 福 建 ”“ 福 建 文 学 好 书

榜”“全省古诗文大赛”等阅读推广活

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阅读这

个 大 家 庭 中 来 ，让 浓 郁 书 香 飘 进 万

家，努力实现全民共享阅读。

用科技留住文化记忆 让浓郁书香飘进万家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郑智明

□ 徐子沂 本报记者 刘玉萍

以丹青笔墨书写对传统文化的

传 承 ，以 专 业 视 角 开 拓 吉 林 美 术 馆

事 业 明 天 。 筚 路 蓝 缕 ，不 忘 初 心 ，

现 任 吉 林 省 美 术 馆 馆 长 韩 戾 军 用

一 支 笔 不 断 书 写 吉 林 省 美 术 馆 事

业的精彩华章。

吉 林 省 美 术 馆 建 馆 伊 始 ，馆 舍

尚 无 着 落 。 韩 戾 军 带 领 同 事“ 借 船

出 海 ”，通 过 借 用 场 地 、联 合 办 展 、

巡 回 展 出 等 形 式 ，成 功 举 办 展 览

112 个 ，出 版 图 录 46 部 ，征 集 藏 品

1741 件（套），为 吉 林 省 美 术 事 业 发

展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为 吉 林 省 文

化 大 发 展 、大 繁 荣 作 出 了 贡 献 。 其

中 的 艰 辛 也 是 一 言 难 尽 ，“ 最 开 始

办 展 览 的 时 候 ，由 于 没 有 固 定 展

厅 ，我 和 十 几 个 同 事 四 处 借 展 厅 ，

有 时 候 借 不 下 来 ，就 要 花 钱 租 展

厅 。 为 了 找 场 地 办 展 览 ，长 春 市 能

举 办 展 览 的 地 方 几 乎 都 走 遍 了 。”

韩戾军说。

立 足 吉 林 ，面 向 全 国 ，重 在 当

代 ，兼 顾 历 史 。 在 吉 林 省 美 术 馆

的 征 集 方 针 下 ，韩 戾 军 以 独 到 且

专 业 的 视 角 带 领 同 仁 广 搜 博 取 ，

攻 坚 克 难 。

吉林省美术馆收藏了吉林本土

国 画 家 王 庆 淮 到 李 巍 、许 占 志 再 到

张 建 华 、付 宝 民 ，和 吉 林 籍 全 国 当

代 国 画 人 物 领 军 袁 武 先 生 的 精 品

力 作 ；油 画 藏 品 收 有 王 晓 明 、赵 开

坤 等 老 中 青 代 表 画 家 作 品 ；书 法 藏

品 收 有 金 意 庵 、刘 乃 中 上 溯 到 清 末

民 初 朱 家 宝 、成 多 禄 等 代 表 作 ，吉

林省美术馆馆藏丰富，初具规模。

十余年来，韩戾军身体力行，尽

心 尽 力 ，不 断 挖 掘 资 源 ，将 刘 乃 中

夫 妇 藏 启 功 、赵 朴 初 等 画 作 及 册

页 、李 剑 臣 水 彩 册 页 50 开 、潘 龄 皋

书 法 精 品 35 件 以 及 吴 昌 硕 、张 大

千、王雪涛作品征集入馆。

文 化 传 承 ，既 要 守 正 ，也 要 创

新 。 在 丰 富 馆 藏 的 基 础 上 ，韩 戾 军

也 不 断 创 新 思 路 让 吉 林 优 秀 的 美

术资源更多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 许 多 展 品 是 藏 家 十 分 珍 视

的 ，我 们 就 反 复 承 诺 会 保 护 好 展

品 ，动 之 以 情 ，以 专 业 和 真 诚 打 动

藏 家 ，最 终 圆 满 举 办 了‘ 笔 歌 墨 舞·

喜 迎 党 的 十 九 大 吉 林 省 美 术 作 品

展 ’和‘ 新 世 纪 回 眸·吉 林 省 第 二 届

书 法 双 年 展 ’两 大 展 览 。”韩 戾 军

说 。 据 悉 ，这 两 次 展 览 展 品 均 为 韩

戾 军 一 件 一 件 从 藏 家 处 借 来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两 个 展 览 首 次 较 为 全

面 地 梳 理 了 吉 林 省 近 现 代 以 来 的

美 术 、书 法 史 ，出 版 的 图 录 也 为 深

入 研 究 吉 林 省 美 术 、书 法 提 供 了 第

一 手 资 料 。

吉林的美育事业同样让韩戾军

挂 心 ，他 率 领 美 术 馆 全 体 同 仁 以 展

览 活 动 为 依 托 ，开 展 了 形 式 多 样 的

美 育 活 动 ，先 后 开 展 了“ 赏 画 诵 诗 ”

青 少 年 主 题 活 动 、“ 笔 墨 交 响·美 术

馆 之 夜 ”大 型 公 教 活 动 等 ，艺 术 如

涓 涓 细 流 渗 入 社 会 和 学 校 这 方 土

壤 ，让 朴 实 的 土 地 上 不 断 绽 放 群 众

种下的艺术之花。

取 得 成 果 的 同 时 ，韩 戾 军 也 与

一众同仁不断与时俱进。“在新媒体

时 代 ，各 种 新 媒 体 都 是 我 们 进 行 美

育活动的平台。通过新媒体的传播

方 式 ，我 们 实 现 了 与 公 众 更 好 的 互

动，提升了受众群体对美的认知，也

拉近了观众与美术馆的距离。”

韩戾军还以推动美术事业发展

为 己 任 ，身 体 力 行 ，经 常 深 入 基 层

调 研 。 其 中 ，吉 林 书 法 晋 京 展 提 案

及 吉 林 省 重 大 题 材 美 术 工 程 建 议 ，

受 到 社 会 关 注 。 同 时 ，韩 戾 军 热 心

公 益 事 业 ，多 次 参 与 义 拍 作 品 捐 资

助 学 、慰 问 灾 区 、书 法 公 益 讲 座 等

活 动 ，替 现 了 一 名 美 术 工 作 者 的 初

心和担当。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韩戾军

吉林美术馆事业的开拓者

□ 刘冬雪 本报记者 刘玉萍

一 张 张 奖 状 、连 续 8 年 被 评 为

优秀公务员……诸多荣誉的背后，

是 吉 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革 命 文 物

处 处 长 张 立 军 在 吉 林 文 旅 行 业 长

达 20 多 年 的 坚 守 。“ 我 只 是 在 做 好

自 己 的 本 职 工 作 。”谈 及 此 次 荣 获

“ 全 国 文 化 和 旅 游 系 统 先 进 工 作

者”称号，张立军坦率而真诚。

在 担 任 革 命 文 物 处 处 长 之 前 ，

张 立 军 坚 守 安 全 生 产 岗 位 二 十 余

年 。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责 任 大 、担 子

重，“保证文旅行业安全平稳有序，

才 能 让 每 一 个 游 客 玩 得 舒 心 。”张

立军说。

突 如 其 来 的 疫 情 ，对 文 旅 行 业

来 说 是 巨 大 考 验 。 在 这 场 看 不 见

硝烟的战争中，时任安全生产监督

处处长的张立军，一直奔走于行业

安 全 生 产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的 前 线 。

全 省 文 旅 行 业 疫 情“ 零 感 染 、零 传

播 ”的 背 后 ，是 张 立 军 和 同 事 们 夜

以继日的工作。

2020 年 春 节 ，张 立 军 坚 守 岗

位 ，每 天 都 要 无 数 次 接 听 来 自 因

疫 情 滞 留 吉 林 的 湖 北 游 客 的 求 助

电 话 ，并 妥 善 安 排 滞 留 游 客 的 服

务 保 障 工 作 。“ 把 手 机 号 码 留 给 游

客 ，他 们 给 我 打 电 话 是 对 我 的 信

任 ，力 所 能 及 地 为 游 客 提 供 帮 助

和 服 务 是 我 的 职 责 所 在 。”张 立 军

的 耐 心 与 热 心 ，在 寒 冬 里 温 暖 了

游 客 的 心 。

2021 年 3 月 ，吉 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成 立 革 命 文 物 处,专 门 负 责 吉

林 省 革 命 文 物 保 护 与 红 色 旅 游 工

作，张立军转任革命文物处处长。

守着一大堆“宝贝”，到底如何

开 发 ，这 是 张 立 军 思 考 的 首 要 问

题 。“ 革 命 英 雄 留 下 的 遗 迹 、遗 址 ，

是 留 给 我 们 宝 贵 的 物 质 和 精 神 财

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开发好、运

用 好 。”这 个 思 路 也 是 吉 林 文 旅 人

中的共识。

为 在 庆 祝 建 党 百 年 之 际 交 上

一份合格的答卷，张立军带领团队

全 面 整 合 、梳 理 红 色 资 源 ：将 分 布

在各地的红色资源连点成线，把红

色 旅 游 线 路 从 原 来 的 3 条 扩 展 到

30 条，实现了将旅游资源向旅游产

品 合 理 转 化 ；从 历 史 价 值 、文 化 内

涵、资源禀赋、开放能力、影响力等

不 同 维 度 ，梳 理 、设 计 出 百 佳 红 色

旅游地（旧址）；评选出百佳红色故

事和讲述人；组织开展“初心如磐”

系列推广活动、百名红色讲解员讲

百年党史宣讲活动等，激发了全民

参与红色旅游的热潮。

经 过 短 短 4 个 月 的 时 间 ，张 立

军带领团队尽心尽力，为红色文化

“ 活 ”起 来 、革 命 文 物 和 红 色 旅 游

“火”起来贡献了力量。

初 心 不 改 ，丹 心 一 片 。 张 立

军 身 上 充 满 昂 扬 的 工 作 热 情 、对

吉 林 文 旅 事 业 的 热 爱 和 忠 诚 。 许

多 像 张 立 军 这 样 的 吉 林 省 文 旅 人

在 平 凡 中 坚 守 ，在 岗 位 上 默 默 奉

献 ，推 动 着 吉 林 省 文 旅 产 业 的 蓬

勃 发 展 。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张立军

吉林文旅事业的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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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先进典型 汲取榜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