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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目前电影业面临的发展困难

相当严重。整个产业的上下游都已经停滞相当

长时间。影院的恢复虽然已经开始，但开放缓

慢，仍然面临许多困难。上游的电影企业开工

不足，大批从业人员就业困难，人才流失。中小

企业情况严重，大型企业也面临很大困难。电

影制作和发行的整个链条都处于相对停滞状

态。电影行业可能面临长期的困难。国家已经

出台了减免税等一系列政策支持电影业的发

展，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当然，行业整体发展

仍然面临严峻局面，复苏相对困难。

电影业是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其上下游

链条很长，作用很大，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大。这

种全行业的困难还是极少遇到的，需要政府和

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够保持整个行业的基

本运行和发展，为未来的更好发展打下基础。

因此，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中国电影业的

纾困扶持基金，以项目的方式支持电影全行业

的发展。从制作、发行到院线的多个方向给予

扶持，纾解电影业的困难，提振发展的信心，也

保留未来电影业发展的基础。支持基金应有一

定的规模，比照国家艺术基金的运行模式，迅速

建立评审等机制，从多方面、多角度支持电影行

业发展。基金的来源除财政支持之外，也可采

用更为灵活的方式，比如鼓励地方政府设立相

应的基金。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要对电影发

展有意义的各种项目予以扶持，在电影发展的

重要环节上做积极的投入和支持。

首先，对优秀的、已经成型的电影作品的制

作和发行进行扶持，鼓励其迅速制作完成和进

入发行，对具有基础的优秀剧本投入拍摄进行

扶持。

其次，对电影发行和放映的整个体系通过

一些项目进行扶持，对于院线的维持和发展予

以支持，让院线能够保持其基本的运作能力，能

够在诸如探索发行和放映方式的新发展等方面

提供支持。

再次，对于一些面临困难的

电影公司、电影基地等提供必

要的支持，使其能够维持基本的

运作。

电影业的困难还会持续相当

长的时间，以纾困基金的方式支

持整个行业的发展，有其必要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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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给各国的文物保护

部门敲响了警钟，如何尽可能完整地保护文物古

迹，是各个国家的文物保护部门都需要正视的一

个难题。而巴黎圣母院起火后，法国专业的文物

保护措施更是给全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专业

的灭火到随后的重建计划，都是有条不紊，按部

就班。法国著名的游戏公司育碧宣布要拿出自

己制作游戏时对巴黎圣母院全景扫描的 1：1的

数据资料来帮助巴黎圣母院完成重修，正是这一

份1：1的数据资料，给巴黎圣母院的重现带来了

希望。

由此可见，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存对文物古迹

的重建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巴黎圣母院，在

中东，由于“伊斯兰国”对伊拉克、叙利亚文物古迹

的损坏，美国哈佛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联合成立

的数字化考古学研究所推出“百万图像数据库”项

目，投入230万美元，试图以数字化的形式保存这

些世界上最珍贵的遗迹。而在国内，山西大同北

岳恒山悬空寺，已于近日完成高精度实景三维数

字模型的建立工作，用三维的数据资料完整保存

了悬空寺的风貌。文物古

迹的数字化保存已经在国

内外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其

优点有：

1.用数字化的资料对

文化古迹进行完整的保存，

有利于文物的修复和保

存。例如上述举例的巴黎

圣母院，一旦文物古迹被损

毁，想要修复恢复原貌，数

字化的保存必不可少。假

设 没 有 任

何 资 料 的

留存，巴黎

圣 母 院 想

要 修 复 原

貌，定是难

上加难。

2.三维

定向、数据

保 存 等 技

术 已 经 发

展到可以完整地对文物古迹进行数字化保存的地步，硬件不再是问

题。当今三维定向、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经可以全面的对

文物古迹进行数字化的勘测，并能使数据得到安全保存，且经济成

本已经可以接受，国内目前就有许多专门做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的

团队。

3.文物古迹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将文物古迹数字化，可以增加

文物呈现的方式，增加世界各地居民对于文物古迹的兴趣，方便古建筑

学、文物学等相关学科的进步与交流，有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助力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因此，应大力推进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国家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对推进我国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存要有顶

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应对文物古迹进行分类，逐步以点带面地推进数字

化保存。数字化保存无法一蹴而就，应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先进行数字

化保存，再对各省一级的重点保护文物进行数字化保存。

2.采取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多渠道筹措文物数字化保存的资金，

例如可以通过国家文物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划立项拨款和各级政府、文

物保护单位以及社会民间力量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筹款方式，调动各

方对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的积极性。一些有能力承担数字化保存的文

物古迹保护单位，应予以政策支持，鼓励其自主承担完成文物古迹数字

化保存的工作；而对于一些无力承担相关数字化保存的文物古迹保护

单位或无具体保护单位的文物古迹，则应由文物保护主管部门牵头协调

解决。

3.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应统一制定相关的文物古迹数字

化保存的标准。从测量、数据的获得、数据资料的保存、影像资料录制，

以及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相关信息的利用和使用等各个方面，都应有详

细的标准、规章甚至法律予以规范。同时，对于文物古迹数字化保存的

从业者也应有行业的准入资格和行业标准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家长不是老师家长不是老师，，家长要做自己的工作家长要做自己的工作，，家庭教育主家庭教育主

要在孩子的修养要在孩子的修养、、品格品格、、道德以及良好的学习道德以及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生活习惯

等方面等方面，，而不是具体教孩子怎么做作业而不是具体教孩子怎么做作业。。””今年两会今年两会，，全全

国政协委员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将目光投注到了教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将目光投注到了教

育方育方面，她在《关于给小学生家长减负的提案》中呼吁学

校给小学生减负，适度、合理地安排给家长的“陪作业”

任务，力避看起来时髦实则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教学。

教师减负的结果是家长增负

近几年，教育减负的话题被推到风口浪尖，各种“减

负令”层出不穷。社会各界也纷纷热议，减负的结果会不

会是把教育的压力转嫁到家长身上？有调查显示，80.3％

的受访者认为学校教育对学生家庭的依赖严重，75.6％

的受访者认为“陪作业”等已经给家庭造成了较重负担，

64.7％的受访者认为“全能家长”不是“全能宝宝”的必要

条件。

范小青也关注到这种现象，她在生活中看到“小学

生家长的‘陪作业’现象已经到了极致”。她在采访时说，

“更多家长做不好老师该做的工作，结果反而坏事，家长

着急，难免打骂孩子，孩子更加学不进，适得其反。有的

干脆就由家长代做，学生根本没有用心学习，没有收获。

如果一些本应该学校完成的工作，要由家长完成，那有

可能就是设计不合理，教育大纲或者教学过程中出了问

题。”这促使范小青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给小学生家长

减负”的提案。她的另一个提案则与“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有关。

心系底层，为基层群众发声

作为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范小青在历年两会上的提

案都与民生话题相关，农民工、乡村教师、基层医生、社

区工作者等群体经常出现在她的提案中。去年两会上，

范小青提交了《关于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问题的提案》，

指出以土地为生的“城市新市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

困境。同时，她也关注到失能老人的生活护理问题。

谈到自己关注基层群体和民生话题的原因，范小青

说，自己在生活和写作中，目光始终投注在基层。“在现

实生活中，可能更多的是基层的人群感动你、打动你，并

不一定是我主动将目光投向他们。”

1970年初，范小青随全家一同从城市下放到农村，

很快与农村的孩子成为好朋友，自己也慢慢变成一个标

准的农村孩子。十三四岁的豆蔻年华，正是一个人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杠杆形成的时期。范小青从城市封闭

的石库门被一下子“抛”到广阔荒野的天地中，第一次知

道了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土地，还有这么

多与她不一样的人。这种差别启发了她的思考，让她萌

生了写作的念头。

她回忆起自己有段时间创作关于农民工的小说，说

那种感觉就像“生活急切而全面地扑上来了，它轰轰烈

烈地扑上来了，想躲也躲不过，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

都无法跟他们分开了”。“只要不是有意闭上眼睛，你的

目光就无法离开他们了。”

提议案与写作相辅相成

两会提案的关注点经常反映在范小青的写作中。

2007年，范小青书写乡下人进城、展现城乡矛盾的短篇

小说《城乡简史》获得了鲁迅文学奖。2008年，范小青将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写入了两会提案。2016年，范小

青推出以繁杂琐碎的居委会工作为主线的长篇小说《桂

香街》；那年两会上，范小青还提交了《建议全社会共同

重视社区区委会的工作》的提案。

对范小青来说，政协委员和作家的身份并不矛盾，

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具有相同的出发点，

那就是为基层群众发声。“两会提案、议案是直接表达，

文学作品则是艺术地通过人物、故事来反映。”她认为，

文艺界代表委员应该在两会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与文

艺创作相关的话题，一直以来最关心的都是怎样既全面

又艺术地反映生活。文艺界的代表委员应该是关注社会

各界最多的，因为文艺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所以在两会上，文艺界的代表委员能够把社会各界

的声音带来。”

今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一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今年以来，

世界范围内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社会的变化，作

家比普通民众有着更加敏锐的嗅觉，范小青也不例外。

范小青说：“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疫情让我们每一个

人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也改变了许多。”

“我们都经历并且还在继续经历挑战，谁也不能置

身事外。”她谈到，“我们过去在闲聊中经常会说到人类

未来的一些话题，比如机器，比如疾病，但都会觉得，即

便真的成为现实，那也离我们很远。但是没有想到，它说

来就来了，在我们还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就忽然

而至。所以这几个月可以说是情况最复杂、感受最深、声

音最多、心情最乱的时候。”谈到疫情对写作的影响，范

小青认为，疫情“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许多东西，有助于

我们成长进步，也有助于我们的写作发生新的变化。”

（刘鹏波采写）

呼吁呼吁““家长减负家长减负””，，继续为基层群众发声继续为基层群众发声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

推
进
文
物
古
迹
的
数
字
化
保
存

推
进
文
物
古
迹
的
数
字
化
保
存

□□
朱
晓
进

朱
晓
进

广 告

上
半
月
刊

真文学 好作品
中国故事 飞人在国贸的丛林法则（短篇小说） …………………… 巫 昂

街头小景（短篇小说） …………………………………… 张惠雯
小镇穴居人（中篇小说） ………………………………… 卫 鸦
马头墙（中篇小说） ……………………………………… 刘小骥

抗疫专辑 为了大城重启（非虚构） ……………………… 刘益善 刘 蔚
经典70后 谁此刻在这世上的某处哭泣（短篇小说）……………… 付秀莹

付秀莹论（评论）………………………………………… 饶 翔
网生代@ 大学生作品联展

再见墨尔本（系列短篇小说）
……………… 马晓康（英国斯特林大学） 推荐人：张丽军

老贾（短篇小说）………… 罗志远（西南大学） 推荐人：梅 琳
走火（短篇小说）………… 李君威（上海大学） 推荐人：葛红兵

质感记录 挂职见闻录（非虚构） …………………………………… 陈 涛
读画记（散文） …………………………………………… 盛文强

探索发现 曼的病人（专栏·风雨学人）……………………………… 杨无锐
斯蒂芬·金和写作（随笔）………………………………… 兰 川

大家手稿 水乳大地（长篇节选） …………………………………… 范 稳
天下好诗 他们的诗：阿 斐 龚学敏 吴任几 向卫国

马克·卓狄尼（澳大利亚） 李振羽 草 叔 巴音博罗
诗与评 ………………………………… 诗：彭争武 评：陈劲松

内刊之星 封二：歌风台 主管单位：沛县县委宣传部
封三：花开文学 主管单位：江苏省宿迁市文联

封面作者 《村上春树》（纸本丙烯）：陈 雨

社长总编：杨克。副社长：郑小琼。副总编：王十月。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
作家协会。定价：15.00元。零售：20.0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
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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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冯 艺（壮族）
中短篇小说 青烟 ……… 肖 龙（蒙古族）
往事未必如烟（佳作点评）… 海日寒（蒙古族）
背块土地回家 ……………… 韦俊海（壮族）
特殊陪伴 ………………… 秦 风（土家族）
索珍提亲记 ………………… 班 丹（藏族）
散 文 被割裂的故乡……… 龙章辉（侗族）

风中的声音……… 黄立康（纳西族）
应说阳明旧草堂… 何述强（仫佬族）
十月的油菜花……… 马凤鸣（回族）
父亲的战争……… 孟爱堂（布依族）
融雪暖冬………… 陈晓雷（蒙古族）

诗 歌 围场 ……………… 北 野（满族）
我在病房的窗前

…艾克拜尔·吾拉木（维吾尔族）
春光里 ………… 刘兴华（仡佬族）

聚焦新时代
奔腾的独龙江（纪实） ……… 何永飞（白族）
跨越国界的贫困户（纪实） … 许生文（壮族）

臧海淼（壮族）
壮乡首府 魅力无限（诗歌）………… 张耀民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辑
工钱（小说） ………………… 段 弋（回族）
眺望灯火（散文） ………… 徐晓华（土家族）
翻垭口（散文） …………… 刘青梅（土家族）
武汉：祖国之怀的樱花（诗歌）

……………………… 舒 洁（蒙古族）
春殇（诗歌） …………… 鲁若迪基（普米族）
春天的爱情诗（诗歌） ……… 杨秀武（苗族）
春风终会眷顾人间（诗歌） 查干牧仁（蒙古族）
坚毅的光芒（诗歌） ………… 黄松柏（侗族）
再厚的冰雪都会渐次消融（诗歌）

…………………… 刚杰·索木东（藏族）
口罩记（诗歌） ……………… 黄神彪（壮族）
呼伦贝尔行
白 描 次仁罗布（藏族） 艾 平 沙地黑米
布仁巴雅尔（蒙古族） 兴 安（蒙古族） 程远图
罗开莲（彝族） 龙金永（苗族）
苏日塔拉图（蒙古族） 晋 铭 凡一平（壮族）
特·官布扎布（蒙古族） 包立群（蒙古族）
评 论 光辉绚烂的新世纪蒙古族文学

……… 策·杰尔嘎拉（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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