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海举办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在介绍《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
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有关情况时透露，上海的文化品牌正在建设“码头”和“源头”，他引用前不久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的发言称，“上海要在文化‘码头’建设上更下功夫，要在文化‘源头’建设上巩固地位。” 青年报记者 陈宏

A04 问政 2018年5月15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马鈜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花大力气抓源头建设
原创能力，是一座城市保持活力

的重要手段。发布会上透露，上海将
花更大力气抓原创这个“源头”的建
设，胡劲军表示，这直接关系到“上海
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坚持打造

“上海原创”、“上海制作”、“上海出
品”的品牌矩阵，才能彰显“上海文
化”历久弥新的突出地位。

目前，上海进行的“源头”建设，
聚焦在了三个方面：一是瞄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世界上很多民
族都有自己的史诗，但中华民族还没
有，作为中国神话学研究重镇的上
海，有厚重底蕴、现实力量，更有成熟
条件在创作史诗版中国神话中发挥
更大作用。”胡劲军着重介绍了“开天
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
文化传播工程”的诞生和进展。

二是瞄准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
源头，本市提出“党的诞生地发掘宣
传专项行动”，就是要把建党精神与
城市精神结合起来，把红色血脉与城
市文脉结合起来。

三是瞄准现实题材作品创作的
源头，上海提出了“以五年为时间点，
实现‘五年百部精品’的创作目标”。

更加突出码头地位
一直以来，有很多人习惯称上海

为“文化大码头”。这种助力世界优
秀文化在上海生根开花的“码头”，对

“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发挥着关键作
用。唯有胸怀“海纳百川”精神，巧
借“他山之石”，发挥好“码头”集聚
效应，才能帮助上海打造首发、首演、
首映、首展市场，帮助上海建成优秀
文化发展的“基地”和“大本营”。

在这方面，上海提出要集聚文化人
才、集聚龙头企业、集聚文化创意，来做
好码头建设。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上
海也将更加凸显制度创新、更加彰显开
放姿态、更加展现合作精神。比如，今
年6月15日就将举办首届中国（上海）
国际文化装备博览会，将联手江、浙、皖
共三省一市于今年11月29日举办首
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还将筹
办江南百工——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会等重点活动。

前不久，李强书记指出，“上海要在
文化‘码头’建设上更下功夫，要在文化

‘源头’建设上巩固地位。”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就要处理好“码头”和“源头”
的关系，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既要建
好文化“码头”，更要建好文化“源头”。
唯有发挥“码头”的深度，吸引和集聚各
路名家、名企、名人、名作、名展和名演
前来上海“停靠”，“源头”建设才能水到
渠成。也唯有发挥“源头”的高度，辐射
和引领周边文化共同发展，进而提升城
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码头”建设才能相
得益彰。“码头”和“源头”建设要齐头并
进，贯穿于文化品牌建设全过程，贯穿
于《行动计划》12项专项行动各方面，
当上海成为国内外人才与佳作竞相呈
现的“码头”，必然也会成为原创活力喷
涌不息的“源头”高地。

人才建设被提到新高度
在介绍三年行动计划的过程中，

胡劲军也特意强调了上海针对文化
艺术人才正在设计的“荣典制度”。
他透露，这是一套全社会评价、充分
尊重人才的制度，将覆盖老艺术家、
覆盖中青年艺术家、覆盖外来文化艺
术人才，具有跨行业、跨职业、跨系
统、跨部门，突破年龄、突破职称、突
破地域、突破单位的特点。“我们正在
用这样的荣典制度理念改造上海两
个老的‘文化品牌’。”他说。

改造的第一个老文化品牌是“上
海之春”。“我们对它作了一些大的调
整，今后主要做四块内容。第一块，对
中国的优秀音乐作品要进行持续的全
方位关注。第二块，对56个民族的音
乐作品给予大力的关注和扶持。第三
块，对散落在全世界各地的中华优秀
音乐人才每年提供一次在上海集中亮
相、向祖国人民汇报的机会和平台。
第四块，一些国际名团的演出安排，但
这必须要和教育、社区交融在一起，以
区别一般的演出季。”他说，这所有的
板块都是围绕“人”进行布局的。

另外一个是刚刚结束的“白玉兰
戏剧奖”。首先，它将从过去比较局限
于戏曲表演逐步扩容到兼容整个舞台
艺术表演；其次，将从“申报制”改为

“申报制”加“推荐制”，过去“白玉兰戏
剧奖”评选主要是采用“申报制”，你到
上海演出或者在上海表演才能来申报
这个奖，这个奖也才会关注你。

这一切的行动，都将有具体的行
动表，以加快上海文化品牌建设的实
质性进展，最终实现提升“上海文化”
品牌的展现标识度。

关键词
五个一打造上海城市精神

推进一项行动：贯穿“十三五”始

终的市民修身行动；

培育一批典型：选出新时代上海

各方面的典型；

营造一种氛围：彰显上海改革开

放40年以来的伟大成就和上海城市

精神的丰富内涵；

倡导一种风尚：全社会共建共享

的文明风尚；

深化一系列的创建活动：推出一

系列的市民广泛参与的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

关键词
三个平台提升
影视双节国际性和专业性

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成立一带一

路电影节联盟，举办一带一路电影周；

亚洲最大的影视产业合作平台：

今年起，将在影视市场专门建立“国

际合拍片”板块；

市区融合的平台：立足上海影视

产业“1+3+x”的发展布局。

关键词
五个平台建设
突出艺术节的标识度和独特性

精品力作的展示平台建设；

优秀作品的创作平台；

青年人才的孵化平台；

公共文化的推广平台；

产业联动的专业平台。

关键词
三点提升上海书展品质

推动全国新书、好书在上海书展

首发；

汇聚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名家参与；

增强对全国优质出版资源乃至

国际出版资源的集聚度。

关键词
上海文化品牌的人才培养支撑

通过文教结合平台机制，及时发

现和预测上海文化事业发展所需的

各类人才及其规模、层次、结构；

把文化艺术学科和专业纳入上

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这是

上海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最最高端的

学科建设计划；

高峰学科建设基础上，把特色优

势文化学术学科纳入上海高水平地

方高校建设范围，进行重点建设。

关键词
上海出版

加强学术和专业出版中心的建

设：至今，上海已经先后评出两批共计

20 家上海学术（专业）出版中心，到

“十三五”末，要把数量扩展到30家；

推动上海高校的学术研究成果

转化为出版资源；

保持上海学术期刊在全国的领

先地位：现在上海已经有23种SCI的

学术期刊，总数占全国 12%，其中高

校拥有5种，预计在未来两三年要争

取再增加两到三种。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上海是哲学社会科学重
镇，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
直以来，上海社会科学界群星璀璨、
名家辈出，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上海这座城
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之所在。当前，整
个社会科学界肩负着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重任，上海社科
界必须在新的时代有新的回应。值

上海社联成立60周年之际，为展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
取得的卓越成就，社联决定开展礼赞
上海社科大师活动，向社科名家大师
致敬。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名
单昨天揭晓。

据介绍，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的需要，是社科界为全力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做出独特贡献的
需要，是广大学人传承接续名家大师
的治学精神、学术传统和人格品质并

在新时代开拓创新的需要。
在礼赞68位已故的上海社科大

师活动中，社联还将通过社科地铁专
列、人物雕塑、媒体宣传等一系列方
式为上海社科大师树碑立传，对社会
广泛宣传，打响“上海名人”品牌。

入选学者基本涵盖了本市主要
高校和科研机构，复旦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本市社
科研究重镇，人文学术传统深厚，入
选学者众多。其他单位也有学术造

诣深厚、对学科和学术机构发展做出
巨大贡献的前辈学者入选。入选学
者的研究领域涵盖文史哲经法社，国
关、新闻、教育、心理、地理、艺术等主
要学科门类，具有一定代表性。

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往往见仁
见智，且学科众多，难以把握相对
统一的标准，同时上海社科界名家
荟萃，入选学者有限，难以取舍，容
有遗憾，礼赞活动后续还将持续开
展。

上海社联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卓越成就

打响“上海名人”品牌 礼赞68位“上海社科大师”

上海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建设

造原创活力喷涌不息的“源头”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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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园非遗技艺文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