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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供给 共赴文化之约

来源：经济日报 2024 年 10 月 21 日 梁 瑜

近年来，从文博考古到文旅热潮，“中国风”充盈神州大地。

每逢假期，博物馆里总是人头攒动；非遗工坊里，云集着海内外研

学爱好者。人潮带动人气，汇成一幅流动中国的优美长卷，展现文

化自信的独特魅力，折射出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既悠久、又厚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绽放时代光彩的基

础。从《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节目，到《逃出大英博物馆》等

精品微短剧，再到依托中国历史、神话打造的国产 3A 游戏《黑神

话：悟空》，文化产品广受欢迎，不仅在于其充满中华元素、符号，

更在于其中蕴含的中国精神、审美和价值观。比如，《逃出大英博

物馆》将流失海外的文物拟人化，“小玉壶”等文物流离在海外仍

保持着华夏的坚韧品性，令无数网友热泪盈眶。

好的文化产品，总能找到有共鸣的视角、发掘有故事的人物、

展现有深度的思考。“中国风”劲吹的背后更多的是国人文化自信

的回归。特别是年轻一代在中国经济腾飞中长大，有平视世界的足

够底气和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的强烈意愿。中国制造业改造

升级，国货质量不输国外大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速兴

起，赋予了这种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产业支撑。

越是物质富足，精神文化需求越强烈，越要求公共文化服务能

够提供更多特色化、个性化、多样化的优质产品。要看到，目前我

国高质量文化供给还存在不足，文化产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



- 3 -

不相适应，文化产品有数量、缺质量，抑制了文化消费。比如，博

物馆热度不减，但在一些地方存在不同程度的博物馆“景点化”倾

向；又如，微短剧产值巨大，但一些作品导向偏差、格调不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

制”，旨在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这就要

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人性化服务理念，提升精细化服务

水平，比如丰富博物馆的展陈方式，让游客“看得着”更“看得好”；

要健全激励机制，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打开自己观察的视野，

与时代共创，为时代留声；还要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增强供给的

有效性，进而让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触达更多人，比如贵州出圈的

“路边音乐会”、陕西开展的“一元剧场”，都让文化元素与更多

人相遇，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文脉源远流长，不仅体现在流传千古的典籍里，更体现在人们

日用而不觉的寻常生活中。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之路愈走愈宽广，为民族复兴积蕴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致广大而尽精微，把每项举措做到群众心坎上，方便人们奔赴

一场场“文化的约会”，筑牢的是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

社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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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绘艺术赋予城市崭新生命力

来源：光明日报 2024 年 10 月 21 日 刘洋

上海市人民路被当地市民称为“C 位”之路。近日，它因路旁

一栋大楼外立面上的巨型墙绘再度引发关注。不单是这一条路，漫

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人们会发现很多曾经黯然失色的墙面都被一

些妙趣横生的墙绘所装饰，老城区变身流行时尚的聚集地。墙绘让

城市焕发出独特的人文气息，赋予了城市建筑崭新的生命力。

  近年来，墙绘艺术在国内多个城市迅速推广，不少城市将其作

为美化街区、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墙绘已成为城市更新过程中的

重要一环。比如，安徽桐城六尺巷文化墙通过典雅古朴的徽派艺术

再现相互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翰墨

飘香中得以传播与弘扬；北京的胡同壁画融入了老北京的民俗风

情，将传统的胡同文化与现代艺术形式相结合，唤起人们对旧城记

忆的共鸣。此外，西安的 3D 城墙彩绘不仅通过立体的视觉效果增

强了文化表现力，还通过互动方式吸引了更多年轻游客的关注和参

与。这些墙绘作品不仅是视觉上的美学表现，还成为展示城市个性

和文化底蕴的窗口，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文化魅力。墙绘通过多

样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展示了城市文化在传统与时尚、历史与现

代之间的交融碰撞，赋予城市空间独特的艺术气息，让城市产生与

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当下，许多城市的老旧建筑正面临如何在保护与更新中寻求完

善与发展的问题，城市墙绘便为这些建筑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改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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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保留城市街巷风貌“老底子”的前提下，通过色彩、线条、

图案、光影等元素让城市焕发新生机，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艺

术上的再创造。这种更新方式既节省了一定的公共支出，又避免了

大拆大建式的改造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在城市老旧街区的更新改造

中，墙绘这种形式灵活、成本相对较低的方式，可以因势利导、顺

势而为，在最大限度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丰富街区的艺术氛围。

  墙绘“美风景”背后还折射出城市完善社会治理方式、提升文

化产品供给能力的新气象、新探索。为进一步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

产品供给机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

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鼓励城市墙

绘创作、引导大众参与到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来，正是对这一理念的

生动践行。城市墙绘正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社会价值，为基层

社区治理注入新鲜活力，成为改善社区环境、促进居民交流、凝聚

居民力量的重要方式。鼓励群众精心设计、绘制墙绘，不仅可以使

社区环境“靓”起来，还能令社区居民心情更加舒畅。居民在互动

中增强了主人翁意识，也促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营造出和

谐融洽的社区氛围，提升社区居民、普通市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让邻里关系活起来、融起来。

  当然也要看到，当前墙绘在城市街区日益增多，同质化问题也

不断显现。在不少地方，墙绘的设计风格趋于雷同，并没有体现自

身的地域与文化特色，失去了本应传达的个性和特征。墙绘设计应

当充分体现城市和社区的独特历史文化特色，遵循因地制宜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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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合理规划、有效创作，而非简单追求表面上的差异。所以，在

创作过程中，应深入挖掘当地文化内涵，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发动

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的前提下，让墙绘真正

成为城市文化的视觉载体。我们乐见更多有价值、有特色的墙绘能

够在城市更新中充分发挥作用，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提升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作者：刘洋，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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