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自“十四五，文化听你说！献策四川
文化改革发展”大型网络建言征集活动
正式启动以来，网友反响强烈，纷纷通过
网络通道为四川文化改革发展建言献
策。

扎根成都说相声的十余年间，四川
省曲协副主席、哈哈曲艺社创始人田海
龙常常在思考，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爱
上曲艺这门传统艺术。“文化传承宜寓教
于乐，氛围比推广更重要。”这是他在经
年累月的演出中悟出的道理。

展望“十四五”，田海龙也畅想着关
于曲艺艺术的未来。“弘扬传统文化，需
要找到一个窗口，需要向年轻人敞开怀
抱。”他表示，“十四五”期间以曲艺为代
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进一步传承与弘
扬，这需要得到相关部门在资金、场地和
政策等方面的扶持，而表演者更需要思
考如何围绕核心价值观表演传统故事，
弘扬传统文化。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常态化走进学校

“我们在日常相声专场中，经常推广
表演四川曲艺形式，很多四川年轻人非
常喜欢，但却从未现场欣赏过。”田海龙
为此感慨，不少优秀的传统艺术和文化
已经失去了舞台。

回归到传承问题，田海龙表示，归根
到底还是需要抓住年轻人的兴趣，“传承
文化应该从小开始，广大高校学生是见
效最快的力量。”

为此，他建议应该让传统文化走进
中小学，常态化走进高校。具体而言，可
以设立基金项目，组织传统文化走进文
化馆、校园等；设立宣传扶持项目，帮助
传统文化类企业成长；设立传统文化传
承扶持小组，提供政策等帮助。

引导文艺作品创作
给予作品舞台

每逢年关岁末，曲艺社团都会有“封
箱”习俗，这是一年最后一场演出，也是最
重要的一场演出。每年这个阶段也是田
海龙最为焦虑的时刻——今年的“封箱之
作”演点啥？怎么出奇制胜？他都会早早
地将“封箱之作”的创作纳入日程。

“封箱”演出当日，通常剧场满座，
“这也是‘封箱之作’创作的意义，让它以
完美的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不仅仅是
相声段子，在田海龙看来，文艺作品创作
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需要市场，“有市
场才有生产，如果创作出来没有市场，就
不会涌现精品。”

为此，他建议要引导文艺作品创作，
除了给予征稿奖金和证书，还要给予作
品舞台，“这样就激活了创作市场，有激
励就有动力。”另一方面，可以在市场上

给予普遍的主题补贴，“比如国营剧场，
可以申请主题补贴，只要符合主题作品
可以给予剧场费用补贴，这也能刺激作
品生产。”

文旅产业应加入新体验
进一步感知文化魅力

文旅融合，已经写进了中央“十四
五”规划建议中，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对旅游转型升级和实现文化传承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如何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田海龙
也从曲艺艺术的发展之路中得到了一些
启发，“文化具有根植性，曲艺具有地域
性。事实上，越是地域性的文化，越具有
辨识性，越具备吸引人的力量。”伴随着
AR、VR等高新技术等普及，游客无需到
场也能感受到景区身临其境的魅力，“这
促使着文旅产业发展必须加入新的体
验，无疑就是文化的魅力。”

为此，田海龙建议基础的旅游可以与
演出结合，尤其是一定级别的旅游项目需
有主题内容演出，让游客对于景区有更深
刻的认知。而文旅产业的推广也应不拘
一格，“可以打造旅游主题精品节目，通过
全国巡演推广走出去。”田海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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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推动力。未来
五年，我们四川的文化、文旅、文博、文学等事
业，该如何更上一个新台阶？

诚邀您扫描二维码，来为“十四五”时期四
川文化改革发展建言。“十四五规划”等您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叶海燕

1月8日，乐山市沙湾区人民医院
医学影像科的医生办公室，坐在里边
靠墙位置的黄维，聚精会神地看着病
人的CT影像资料，手指在键盘上敲打
着诊断报告。

他是病人眼中身穿白大褂、戴着蓝色
口罩的一名普通医生。因为一年前的援
鄂之旅，他也是受人敬佩的“独行医侠”。

但 今 后 ，他 可 能 不 会 再“ 独
行”——他组建的公益性医疗救援队，
如今已有17名志同道合的队员，随时
准备“即刻救援”。

被荣誉和掌声包围
“最好的感觉是‘被需要’”

虽然已经过了将近一年，但黄维回
忆起2020年1月31日，一人一车，用
17小时驾驶1200多公里，赶到武汉市
江夏区中医医院的支援行动，仍然记忆
犹新，尤其是家人的不舍和惦念。

2020年11月，“独行医侠”黄维被
评为“四川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一年来，他多次被地方或单
位、组织评为优秀个人。

黄维曾在大邑县一家卫生院工
作，2019 年 11 月 1 日，正式在乐山市
沙湾区人民医院上岗。还未和医院同
事完全熟络起来的黄维，因为“特立独
行”的援鄂之举，仿佛一夜之间在医院
出了名。“当时他来医院工作才两个
月，我们对他还不算特别了解，他出发
前两天听说他想去武汉支援，让我们
惊讶的是说去就真的去了，当时大家
对新冠病毒的情况都不明晰，他一个
人开着车就去了武汉，让我们特别佩
服他的精神和勇气。”沙湾区人民医院
医学影像科主任赵柳说。

“一次援鄂行动，让我得到了很多
奖励和荣誉，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但
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自己有多了不
起，能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
而出，贡献一己之力，我认为这个比奖
状和荣誉更值得骄傲。”黄维说。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江
夏区中医医院成为了新冠肺炎患者的
定点收治医院。1 月 28 日，在医学影
像交流微信群中，江夏区中医医院放
射影像科医生在群里发布求助信息，
医院急需医学影像方面的人员支援。
黄维看到后立即在群里回应：“我有时
间！有需要我马上来！”

“当时我了解到，江夏区中医医院
放射影像科23名医护人员，其中7名
诊断医师就有 4 名正在隔离。3 名诊
断医师连轴转，巨大的工作负荷让我
很担心他们的身体。抗疫一线有需
要，恰好我是专业对口的医生，义不容
辞，我必须上！”回忆起武汉两个月的
战疫经历，黄维称“恍如隔世”，这一份

“被需要”，让他感觉自豪且幸福。

不再“独行”
“我要组建一支公益医疗救援队”

“无论是非典、地震，他都是第一
时间冲向一线，包括这次去武汉，我没
有阻拦他，因为我知道是拦不住他
的。”黄维的妻子孟丽君说。2003 年
医学专业毕业的黄维还曾参与抗击

“非典”的工作，在一线待了一个月。

2008年汶川地震，他在大邑县乡镇卫
生院工作，震后三四天，就去了都江堰
市人民医院增援，后来又去了一个专
门运送伤员的机场帮忙。

“平时也会做一些公益，我想这一
切是受我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黄维
的父亲曾是四川古蔺县的一名“赤脚
医生”，同时还是村支书。“作为一名基
层干部，父亲为人清廉，同时还是个热
心肠，大家都觉得他很耿直。”

如今，“独行医侠”黄维正在筹备一
支公益医疗救援队，从孤军奋斗到团队
作战。“援鄂之行结束后，我认真地进行
了反思，在江夏区中医医院的两个月有
哪些做得还不足。同时我也认识到，一
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如果有一支专业
的医疗救援队伍，灾难发生时，就能在
一线搭建一家小型的临时医院。”

黄维给救援队已经起好了队名：
“即刻救援队”，救援队已有 17 名队
员，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川军”，队员们
是来自川内各医院的内科、外科、医学
影像等专业的医护人员。“即刻救援队
伍是公益、非盈利性质的，主要针对突
发情况下，入院前患者的现场救治以
及中途的转院搬运工作。”

这段时间以来，他都在利用工作
之外的业余时间，忙着“即刻救援队”
的筹备工作。他期望在下一次“上战
场”时，自己不再是“独行医侠”，而是
以救援队伍一员的身份，和一群“医生
侠客”们并肩作战。

“独行医侠”黄维不再独行
他组建的公益医疗救援队已有17名队员

四川省曲协副主席、哈哈曲艺社创始人田海龙：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需“拥抱”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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