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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就公共文化服
务建言献策，为广场舞“大妈”“大叔”依法合
规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活动鼓与呼。其实，你知
道吗？当“大妈”“大叔”跳广场舞时，有近 10
部法律法规正在“呵护”他们。

广场舞跳得嗨

法治“呵护”不能少

广场舞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 21世
纪以来，各地涌现出的一种新型群众性文体
活动。它既是体育健身运动，也包含群众文化
团体的娱乐、公益性演出等活动。

为老百姓提供更多公共文化活动空间，
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是党和国家始终关切的
一件民生实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同时要求，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当“大妈”“大叔”跳起广场舞时，至少有
近 10 部法律法规在“呵护”着这个群体。

首先是宪法对群众性文化活动和体育
活动的方向要求。宪法第二十二条指出：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
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
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二十
一条中也包含，“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
动，增强人民体质”。

2017 年 10 月起在正式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又进一步明确了要维护
公民的“健康权”。

针对百姓跳广场舞“场地少、场地贵”
等难点， 1995 年 10 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体育法》明确，“公共体育设施应当
向社会开放，方便群众开展体育活动，对学
生、老年人、残疾人实行优惠办法，提高体
育设施的利用率”。

此后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
例》，提出“需要收取费用的公共文化体育
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根据设施的功能、特点
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等免费或者优惠开
放”的要求。

2009 年制定实施的《全民健身条例》
更是与时俱进，明确“公园、绿地等公共场
所的管理单位，应当根据自身条件安排全民
健身活动场地”。“居民住宅区的设计应当
安排健身活动场地”。

如果是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还有更
多“呵护”。在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上，《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要求“各
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城乡规划时，应当根据人
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老年人口分布和老年人
的特点”，统筹考虑。

在加强制度保障、缓解场地不足的同时，
相关法律法规还针对广场舞噪声扰民、管理
缺位等“痛点”加强治理。2015 年，文化部、体
育总局等联合发出《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
康开展的通知》。针对近年来个别地方出现
“在烈士陵园跳广场舞”的怪现象，国家体育
总局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
动的通知》，对此进行明令禁止。

文化立法“加码”

“广场舞大妈”受益

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些保障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立法工作加速推进，
这让“广场舞大妈”的获得感倍增。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5 年，我国文
化方面的法律法规有 1042 件，占全部法律
法规总量的 2 . 7% ，其中文化法律占全部法
律的 1 . 7%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要加强
文化领域的立法工作。围绕中央部署，全国人
大常委会着力补齐文化领域法治的“短板”。
2016 年，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立法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获通
过，2017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北
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说，这部法律构筑起我
国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法律制度体系的框架。
对公共文化服务标准、设施免费或优惠开
放、设施使用效能考核评价、资金使用监督
等建立起更完备的制度体系。

这部法律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成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的社会组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
业化发展”。沈彪所在的北管村，就有一名
来自云南红河的小伙子曹继学，会跳哈尼族
舞蹈，已成为群众文化团体骨干，参与组织
广场舞活动。得益于法制保障和促进，嘉定
当地目前与广场舞相关的群文团体已有近
300 个。

“立法更完善，跳广场舞的老百姓就能得
到更多实惠。”沈彪说。

遵纪守法是开展公共文化活

动的基本要求

“从增加场地供给，到完善法律制度供
给，都是注重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的具体举措，最终都要靠责任主体执行落
实，广场舞只是一个案例，提升我国公共文
化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水平任重道远。”全国
政协委员、上影集团编剧王丽萍说。

全国政协委员张显、高满堂等认为，公
民在享受公共文化领域不断加强的法制保障
的同时，其应尽的义务是对等的，无论是跳
广场舞，还是参加其他活动，要遵纪守法，
维护公序良俗，这是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活动
的基本要求。

(采写记者：许晓青、徐海涛、袁汝婷、朱
涵、水金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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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支广场舞，有几部法律在“呵护”？
代表委员畅谈公共文化服务立法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白明
山)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内容。
记者采访了三位在北京参加两
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们说，政府工作报告让非遗
传人如沐春风、倍受鼓舞，要
争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者、创新者、弘扬者。

“艺 人 要 有 工

匠 精 神”

“拉坯是一个手随心塑的
历程。”全国人大代表、河北
省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
艺术总监庞永辉说，“不为别
的，只为坚守。”

“作为艺人，更需要工匠
精神。对于艺术追求，我经历
了浮躁到平和的过程。”他
说。

1994 年，庞永辉结束了
美术学校学习，当时他急着证
明自己，被他称之为艺术作品
的陶艺一件件出炉，却入不了
老师法眼。

经历痛苦，庞永辉重新审
视，一年之内只拉制一个造
型，在枯燥的复制工作中锻炼
心性。在他看来，拉坯是一个
饱含人文内蕴的艺术创作过
程。

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传
承。他对定窑的拉坯手法进行
改进，制成的毛坯只在坯体表
面平修一两刀就能达到规定的
厚度，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在定窑大件作品的
拉制上也有所突破，已能制作高度 100 厘米左右的瓶类，
直径 50 厘米以上的盘碗类作品，终结了“定瓷无大件”
的历史。

庞永辉认为，定瓷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应该将定瓷文化产业基地建设作为京津冀文化协同发
展的一部分，加大对定瓷的支持力度。定窑遗址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保护好定窑遗址是我们
这代人的职责和使命。

“磁州窑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最近，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峰峰矿区大家陶艺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安际衡接到为国外客户生产 1000 方磁州窑
药枕的订单，这是 2017 年他结合磁州窑艺术风格和市场
需求，创新出磁州窑药枕后接到的第一笔海外订单。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窑址在今河
北邯郸峰峰矿区的彭城镇一带，有“南有景德，北有彭
城”之说。

安际衡出生在邯郸市峰峰矿区彭城镇的一个陶瓷世
家，从记事起就跟着父母学习磁州窑烧制技艺。 2012 年
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

“磁州窑有着辉煌的过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峰
峰矿区一年生产的陶瓷产品占据了全国产量的半壁江
山。”安际衡说。

磁州窑在 20世纪 90 年代进入了萧条期，多数厂子相
继关门。刚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安际衡选择回到故
土。

如今，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创业，他创立的“磁州安
氏”品牌已经成为河北省的拳头文化产品，销售国内外市
场。

安际衡说，建议制定一个培养非遗传承人的实施方
案，有计划地把文化的火种传下去。要特别重视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开发和利用，因为优秀的传
统文化需要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保鲜，从而获得强大的生
命力。

“优秀非遗应进入课堂”

全国人大代表周淑英出生在一个剪纸世家，她的父亲
是张家口蔚县第一代民间剪纸艺术大师王老赏的嫡传弟
子，父亲创作的中国百种京剧剪纸脸谱，是蔚县剪纸的代
表作品。

周淑英从小受家庭艺术熏陶，喜欢上了剪纸艺术。但
因为家规手艺传男不传女，她只能偷偷学，被父亲发现
后，她的剪纸一次次被撕掉，可她初心不改，仍偷偷学
习。最后父亲拗不过，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传统。

当然父亲传她手艺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早
结婚，得学到真本事。父亲问她能吗，她说能。她是个有
个性的人，刻苦钻研技艺，名气也越来越大，直到 45 岁
她才步入婚姻殿堂。然而，剪纸艺术在她看来，奥妙无
穷，一辈子也学不完。

勤奋好学的她吸收各家之长、各流派之长，总结创
新，研究开创出多种点染技法。她还多次作为文化使者，
出国交流考察，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周淑英表示，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推广传承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优秀非遗进入学校课堂。在教育部门的组织
指导下，结合实际编写教学大纲、教材和教案，开设非遗
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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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红海行动》《唐人街
探案 2 》等电影在国内影院上映的同时，网
络上就出现了下载播放链接。“提供这些链
接的多是侵权者利用海外域名、海外服务器
开设的小网站。文化‘走出去’，在海外也
要高举保护知识产权的大旗。”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国
已经连续 13 年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
网’专项行动，小网站一直是打击重点。”

阎晓宏介绍，在“剑网 2017 ”行动中，各
级版权执法监管部门会同网信、工信、公安
等部门共检查网站 6 . 3 万个，关闭侵权盗
版网站 2554 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 71 万
条。

然而，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网络侵权新情况不断出现，一些未经备案的
小网站，特别是一些服务器设在境外的网
站，让大批优质的中国版权作品在海外遭受
各种盗版侵权，而且维权困难。

“我们监测发现，超过 50% 的侵权链

接出现在社交媒体，大多数侵权网站来自境
外。”阎晓宏告诉记者，近年来，《我们的
少年时代》《白夜追凶》《大军师司马懿》
等大量国产优质电视剧在海外主流网站上的
侵权数量不断增多，而这些跨国侵权盗版链
接往往来自小网站。

中国版权协会版权监测中心的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常见的 5576 个疑似侵权视频网
站共有 6630 个网站服务器 IP 地址，来自境
外的服务器占比高达 82 . 05% 。

目前，由于内容传播呈现出国际化、移

动化和社交化趋势，权利人跨国维权困难重
重。阎晓宏建议，要多方合力解决这一国际
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

“在打击跨国网络侵权盗版活动中需要
国与国之间的协同、协调和协作，通过技术
手段、市场手段、法律手段整合利用，发挥
整体效应。同时，打击跨国界网络侵权盗
版，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高度重视海外
中国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中国文化‘走
出去’扫清障碍。”阎晓宏说。

(记者史竞男、张辛欣)

常见的疑似侵权视频网站的 IP 地址 82 . 05% 来自境外，阎晓宏委员认为

文化“走出去”，要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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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湖北咸宁举办万人同跳广场舞暨世界纪录认证活动。 新华社资料片

马空代表：

加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
“现在一些地方少数民族的特色村

寨，正在逐渐失去民族特色，传统的木质
结构建筑在走向消亡，特色村寨的抢救性
保护已经迫在眉睫。”全国人大代表、广
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委副书
记、县长马空，建议加大对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的保护。

近年来，不少村民开始走出村寨，
到大城市务工，在为家庭带回可观的经

济收入的同时，也把城市里的居住习惯
和建筑风格带回了村寨，“有着上百年
历史的纯木质民族建筑被拆掉，一座座
‘罗马柱’‘欧式别墅’等时尚的混凝
土小楼，坐落在村寨的山水之间。”

在马空看来，这些现代化的建筑，在满
足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便利的同时，却对
传统建筑、特色民族文化、原生态的村寨形
态造成毁灭性破坏，更让民族地区发展特色

旅游产业失去优势。
马空建议，应加大对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的保护，做好顶层设计，出台规范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范围内项目规划与实
施的指导性文件，还应加强对少数民族
村寨保护的资金投入，被列入国家和区
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的应加大
配套资金力度。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张志勇代表：

弘扬传统文化要打好“孔子牌”
近年来，我国传统文化已受到越来越多民

众的重视和青睐。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
厅一级巡视员张志勇认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需打好“孔子牌”，可依托孔子故里独特
文化优势，更好推动儒学研究、传播和弘扬。

张志勇表示，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
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国际交流和竞争中最具吸引力、亲和力和辐

射力的典型代表，打好“孔子牌”有利于在国
内外更好研究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张志勇认为，当前国内“孔子热”“儒
学热”不断升温，但对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价
值理念、价值追求、现实意义等，尚未形成
权威的、全面的、系统的成果，需要进一步
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

为打好“孔子牌”，张志勇建议以曲阜

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等为基础，建设
“孔子大学”，发挥高校在教育教学、学
术研究、人才聚集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优
势。打造出集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人才培
养、学术研究、文献典藏、文化体验和普
及交流于一体的高地，更好推动优秀传统
文化研究、传播和弘扬。

(记者袁军宝、潘林青)

全国人大代表、“壁
画医生”、敦煌研究院保
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表
示，文物保护不是简单
修复技术，是一门系统
科学，眼下需要更加重
视文物保护相关理论研
究和专门人才培养。

在多年的保护研究
中，敦煌研究院也培养
了一支古代壁画与土遗
址科技保护人才队伍。
但受制于文物保护至
今没有确立独立的学
科地位，学界的文物
保护研究多集中在不
同材质文物劣变机理
和保护方法上，对学科
本身的基本理论研究和
讨论总体不足，保护研
究依然面临着人才断档
的危机和风险。

“中国有令其他国
家羡慕不已的丰富文化
遗产，最有条件成为文
物 保 护 科 学 技术强
国。”苏伯民建议，应
考虑确认文物保护的独
立学科地位，设立文物

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方向，给予持续的资金支
持，推动学科理论体系建设，重视专门人才
培养，讲出更多更好的文物故事、中国故
事。 (记者王博、谭谟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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