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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店回暖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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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造书香京城，北京大
力支持实体书店发展。官方
今年将投入 5000 万元，扶持
约150家书店，到2020年可打
造 15 分钟公共阅读服务体
系。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
局副局长张苏介绍，官方将支
持在商业中心、旅游景区、交
通枢纽、人口密集社区、新建
居民区等地建设特色书店或
社区书店，鼓励在繁华街道等
重点区域的明显位置引入具
有影响力的特色书店，让实体
书店“露出来、亮起来”。（7月
18日中国新闻网）

曾几何时，实体书店似乎
不吃香了，就连作为城市地标
的一系列特色书店都难以为
继，纷纷销声匿迹。究其原
因，有自身经营不善的因素，
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阅读习
惯、购买习惯以及纸质书阅读
率下降等趋势是导致实体书
店式微的主要问题所在。从
价位上讲，实体书店的书往往
比网络平台贵；从阅读体验上
说，大老远来到店里，站着捧
读一本书的感受远不如在自
己家滑动鼠标，快速浏览最
新、最潮的作品来得简捷和过
瘾；从阅读内容的广度上，似
乎也是网络阅读有着明显优
势。在网络阅读盛行的大潮
冲击下，实体书店的低迷状态
似乎已是必然趋势。

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政
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扶持使得
实体书店迎来新一轮复苏。
2016 年，11 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
意见》。2017 年，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规划》，专门强调要推
动全民阅读、扶持实体书店发
展。在北京、上海、沈阳、南
京、合肥等国内大中城市，国
有大型书城与民营特色书店
纷纷开设新店。

政策的“回暖”减轻了书
店的经营压力，增强了发展信
心，但若想真正实现实体书店
的满血复活，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新式实体书店要想回暖，
第一把“火”，首先要“活”。要
放开思路，不断创新。以书为
媒，通过“书+X”模式，打造体
验式消费场景，诸如西西弗、
言几又、方所、钟书阁等有着
成功经验的新式书店，往往以
书为核心，配套影音、咖啡、餐
饮、文创等形式，备受商圈青
睐，阅读者在享受“读”的乐趣
的同时，还可以满足吃、喝、购
等一系列需求，书店成为休闲
放松好去处。

第二把“火”，还需“专”。
有些书店空间设置不合理，
书籍陈列杂乱、书籍内容陈
旧，有些书店自身经营僵化、
千店一面，如此一来，自然很
难构成对读者的吸引力。同
时 一 些 大 型 书 店 的 门 市 网
点，基本上都集中在县级以
上城市；而社区书店、乡镇书
店、校园书店等则相对稀缺，
老少边穷地区的书店资源明
显不足。如此局限性，都让
这些书店因为不够“专业”而
惨遭淘汰。

第三把“火”，还需“细”，
从细节上观察，新型商业书
店为读者提供了高品质、专
业化、差异化的服务，颠覆着
传统书店板着面孔卖书的经
营理念，引领着行业走入创
新型、复合型和生活化的新
时代。创新商业经营，融入
慢调生活，其定位在丰富线
下体验和优质服务中取得了
阶段性胜利。

不管怎么说，实体书店
回 暖 是 一 个 令 人 振 奋 的 消
息，意味着该行业已经触底
回升，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
段。从其回暖复苏的过程来
看，在政府的扶持政策支持
下，降低了经营成本，加上书
店主动探索转型，开拓了新
的商业模式，“一加一减”令
实 体 书 店 经 营 情 况 大 为 改
善 。 相 信 实 体 书 店 只 要 用

“新”换心，就一定可以走出
行业低谷期，蹚出发展新路。

绿色的旋律
——解读2018塞罕坝森林音乐会系列活动密码

7 月的塞罕坝，处处绿意盎然，随着绿色
旋律荡漾着美的乐章。

7 月 20 日至 23 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林
业厅主办的 2018 塞罕坝森林音乐会系列活
动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成功举办。青山绿
水与生态文明发展同频共振，林木积蓄量
1012万立方米的人工林海中，激荡着壮丽的
绿色交响。一边是风吹树叶的天籁之音，一边
是琴韵笛声的悦耳旋律，这一刻，人与自然相
得益彰。

连续3天，原生态民歌民乐、童声童趣合
唱团、新时代经典作品等三场特色专题音乐
活动和 2018 塞罕坝森林交响音乐会，如拂
过浩瀚林海的悠扬和风，将塞罕坝精神和生
态文明理念润物细无声地植入人们心中。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建伟表示，此次音乐会系
列活动的成功举办，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塞罕坝精神的一项
重要内容，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一次有益探索，更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一次生动实
践，是各方齐心协力的一次“大合唱”。

塞罕坝，最有灵性的
是树。它们根连根、肩并
肩，捍卫着这方美丽的土
地。作家绿窗曾说，塞罕
坝每一棵站在风沙中的树
都是英雄，它们由英雄亲
手栽种，树身有人骨，人
身有树风。

这 样 一 个 炎 热 的 酷
夏，我身临其境感受着塞
罕坝的生态之美，感叹着
一代代塞罕坝人接力传承
的精神。而音乐会系列活
动的举办，将音乐与生态
有机融合，给人带来一场
崭新的视听体验。

7 月 20 日，沿着塞罕
坝国家森林公园内的公路
蜿蜒前行，两侧密密匝匝
的松林将一片片绿色送入
眼 帘 ， 透 过 偶 尔 稀 疏 的
林，我窥见远方绵延起伏
的丘陵、山脉、草原、湖
泊⋯⋯此时，七星湖湿地
公园如点缀在绿毯上的明
珠，蓦然闯进视线。

人未至，悠扬的乐声
已先入耳。湖光山色间，
一座玻璃舞台分外打眼。
这 就 是 “ 绿 色 的 旋 律 ”
2018 塞罕坝森林音乐会系
列活动现场。

连着两天，伴着细雨
过后的花草香气，原生态
民歌民乐主题专场、童声
童趣合唱团主题专场、新
时代经典作品主题专场三
场特色专题音乐活动先后
在这里上演，每场演出吸
引 2000 余名观众和游客，
多家网络媒体对演出进行
了现场直播，将绿色的旋
律发往世界各地，也发出
了塞罕坝的独特邀约。

“人披衣甲马上鞍，大
小儿郎齐呐喊，催动人马
到阵前。”7 月 20 日，原生
态民歌民乐主题专场中，
来自陕西的 11 位华阴老腔
演员，震撼上演了 《将令
一声震山川》。

“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
摇滚乐。能在原生态的大
森林里看到民族艺术走进
现代生活，感觉特别赞，
我现在已经是民歌民乐的
粉丝了。”看完华阴老腔表
演，来自北京的观众张浩
赞不绝口。

“ 带 你 到 塞 罕 坝 看 星
星，星星和大树一样数不
清。风沙到这里就喊停，
绿 色 屏 障 就 是 环 保 的 卫
兵。”天籁般的童声合唱

《带你到塞罕坝看星星》 让
观众沉醉在夜幕降临、繁
星点点的唯美画面中。

在童声童趣合唱团主
题专场，石家庄市青少年
宫精灵童声合唱团、北京
新丝路少儿艺术团等演出
团体的小演员们用天使般
的歌声展现了童声合唱艺
术向善、向上的文化特色
和独特魅力，以美妙的歌

声表达对塞罕坝的热爱和
向往。

在新时代经典作品主
题专场，《星光大道》 实
力唱将李强、《中国好声
音》 河 北 赛 区 冠 军 刘 伟
建、星光音乐节表演嘉宾
Morningboss 乐队、金钟
奖银奖获得者胡颖超等，
深情演绎了诸多传唱不衰
的经典歌曲，用饱含深情
的 歌 声 致 敬 三 代 塞 罕 坝
人，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强
烈共鸣，台上台下合唱声
此起彼伏。

在这些轻轻唱和的人
群中，来自塞罕坝机械林场
的女职工王志杰格外激动。
对于她和同来的300多位林
场职工而言，能到音乐会现
场观看演出的机会并不多，
而在工作了 23 年的这片林
海中观看精彩演出，更是头
一回。她说，这次是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了塞罕坝生态和
文化的魅力。

如果说前三场特色主题
音乐活动是“热身”，那么7
月 22 日在塞罕坝国家森林
公园王尚海纪念林举办的
2018 塞罕坝森林交响音乐
会可以说掀起了整个音乐活
动的高潮。

林海有情，一定会感
恩它的缔造者。在森林交响
音乐会演出开始前一个小
时，一位穿玫红色外套的白
发老者缓缓走到观众席。老
人先是环视四周的参天大
树，最终眼神定格在绿色环
抱的演出舞台上。她就是
56 年前“六女上坝”故事
的主人公之一陈彦娴。在塞
罕坝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
发生过无数感人至深的故
事，其中“六女上坝”最为
人们熟知。陈彦娴 19 岁来
到林场，见证并亲历了塞罕
坝“绿色奇迹”之路。

“56年前，我和伙伴们
来到还是一片荒芜的塞罕
坝 ， 爬 冰 卧 雪 、 艰 苦 创
业，那时候激情燃烧。今
天，能在这片林海中听到
这么精彩的交响音乐会特
别激动。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这些林业工人能在自
己奋斗了几十年的塞罕坝
森林里欣赏这么高水平的
音乐。”音乐声中，站在青
山绿树间，陈彦娴老人感
慨万千。

种 下 绿 色 ， 收 获 生
态，塞罕坝满眼的绿色又
以 其 独 特 的 方 式 回 馈 人
类。看着当年亲手栽种下
的 19 厘米高的小树苗成长
为 守 卫 塞 罕 坝 的 参 天 大
树，陈彦娴的心中充满骄
傲和自豪。

陈彦娴说，过去人们
没有条件追求更多的精神
文化享受，如今，在绿色
的海洋里聆听音乐会，让
我们特别开心满足。

叫“坝上”的地方很多，可塞罕坝最
特殊，这里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而是
茫茫林海。这片林海，是三代塞罕坝人
一棵一棵栽种下去、呵护起来的。

如何在这茫茫林海讲好塞罕坝的
故事，展现中国民族音乐的动人旋律？
此次音乐会的主办者给出了响亮的回
答——创新模式：以“3+1”的音乐模
式，将中国元素与世界表达有机融合，
用音乐生动展现文化自信，向世界传递
中国声音。

作为此次音乐会系列活动的开场
演出，原生态民歌民乐主题专场汇聚了
侗族大歌组合、蒙古族原生态组合等，
将全国各地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歌曲带
给塞罕坝的观众和游客，传播民歌文
化、讲述民歌故事，生动展现了中国民
族音乐的鲜明特色。

在如何深入挖掘塞罕坝的文化内
涵方面，此次音乐会探寻出以原生态环
境还原民族音乐魅力的成功路径。中宣
部文艺局艺术处调研员马小龙认为，这
场森林音乐会是全国第一次真正意义
上的森林音乐会。森林音乐会对演出场
地的自然环境和灯光、音响等技术条件
要求很高。此次塞罕坝森林交响音乐会
的舞台形态在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结合
塞罕坝实际的基础上，借鉴了德国柏林
森林音乐会的形式，对户外音响效果和
演出环境都做了相应的改造，生动表达
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
系，为我国未来做好森林音乐会活动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

这一观点得到了此次森林交响音
乐会指挥、著名指挥家谭利华的赞同。
谭利华表示，他参加过国内不少音乐
会，但真正在森林里演出的音乐会，这
是第一次。“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
演员们都是第一次置身于美丽和谐的

大自然中进行演出，这样更能感受大自
然的恩赐，可以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塞罕
坝精神的内涵”。

此次音乐会，坚持国际视角，立足
中国国情。森林交响音乐会是颇具代表
性意义的演出，在交响乐中注入了大量
中国文化元素，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
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

气势恢宏的《长江之歌》、情感细腻
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舞
剧《红色娘子军》选曲《快乐的女战士》、
民族特色浓郁的《森吉德玛》⋯⋯交响
乐演奏曲目中，民乐占一半以上，将中
国的特色元素、中国民歌民乐、交响乐
多元融合，充分彰显了中国元素和民乐
内涵，生动展现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
的有机融合。

“我曾称赞美国人在短短几十年内
就建立了美国交响乐学派。中国交响乐
的历史有一百多年了，在中国交响乐学
派建立方面，如果能把中国的曲调、中
国的元素、中国的文化底蕴和中国故
事，通过音乐表达出来，是水到渠成的
事。”谭利华认为，塞罕坝举行的这场民
族风格鲜明的森林交响音乐会，对中国
交响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音乐文化，不能忘记苗圃里精心育苗
的务林人，不能忘记山上顶着初春霜
雪栽树的务林人，不能忘记望海楼
上守护森林安全的驻守者。为了
回馈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干部职
工，此次森林音乐会系列活动，
主办方共赠送给塞罕坝人近
2000张演出票，让林场干部职工
放松心情领略森林音乐会带来的
精神文化享受。

主办方还组织慰问演出小分
队，深入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三乡林场

坝梁营林区，为坚守岗位的林场职工和
他们的家属送去精彩纷呈的演出，受到
热烈欢迎。“坝梁营林区一共有 8 位在
职员工，为了坚守岗位，他们极少有机
会观看现场演出，这次慰问演出小分队
带来的精彩表演是一顿精神大餐。”第
三乡林场场长崔岩说。

置身林海听壮歌，感人至深谱传奇。
为了用音乐更好地弘扬塞罕坝精神，增
强大众文化自信，凝聚社会文化合力，此
次音乐会为塞罕坝量身定制了《大森林
记得一棵树》《林为情思风作马》等多首精
品原创歌曲，由陈思思、汤非等知名歌唱
家深情演绎。阵容强大的演出队伍，是此
次森林音乐会活动艺术品质的保证。

在广阔的人工林海间，瞭望“千里
松海”盛景，足以体味理想信念赋予人
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期三天的“绿色的旋律”2018 塞
罕坝森林音乐会系列活动虽已落下帷
幕，但它所传递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如春
雨润物般悄然融进了广大观众和游客
的心中。此次音乐会以深沉、持久的文
化力量，影响着广大观众和游客的生态
文明意识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同
时，对打造塞罕坝这一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文化品牌起到了积极作用。

塞罕坝由过去的荒山沙海，变成今
天拥有百万亩松林的绿色海洋，创造了

“沙地变林海，荒原成绿洲”的人间奇
迹，铸就了塞罕坝精神。在这里举办音
乐会系列活动，无疑能够引导人们对生
命和自然有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体验
和感悟，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心灵深
处，让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绿色发展、
低碳生活等观念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人
们的内在诉求。

侗族大歌演唱者之一的吴定英是第
一次来到塞罕坝，她用“绿色的天堂”形
容这里带给她的心灵震撼。“塞罕坝之行
让我既震撼又崇敬，震撼在于塞罕坝的
壮美，崇敬的是三代塞罕坝人的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作为一名歌手，一定要用
歌曲的形式弘扬这种伟大的塞罕坝精
神，让生态文明理念传播得更远”。

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长笛首席梅
雪曼被塞罕坝的美景折服，更为主办方
倡导绿色生活点赞。她认为，能在原生
态的森林里演奏交响乐，是对塞罕坝生
态奇迹的赞颂，但如果仅仅是赞颂似乎
还缺少了些什么。当她看到主办方简约
的舞台设计，不由得感叹，这场森林交响

音乐会必将让现场观众在欣赏高雅音乐
的同时体会到更多的环保生活理念。

此次音乐会系列活动选在绿水青
山之间，现场设计突出生态简约的绿色
环保理念。从踏上通往演出现场的蜿蜒
栈道起，每一位观众便已经走进“音乐
殿堂”。栈道两侧是高耸挺拔的松林，栈
道上身着盛装的小提琴手和长笛手以
动听的“引导曲”指引着观众来到舞台
前。巨型膜结构白色贝壳形舞台十分抢
眼。这个宛如落入丛林中的沧海遗珠，
演绎出音乐与自然的诗意融合，勾勒出
一幅塞罕坝自然和谐的原生态画卷。

这是一次以音乐为载体的环保行
为艺术，着眼于绿色生活，通过系列音
乐活动和生态简约的现场设计，大力倡
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
念。此次森林音乐会总导演巩慧，谈起
这场森林交响音乐会的初衷时说：“我
们要做一场环保行为艺术，但不能破坏
林场的一草一木，保持原生态的状态，
因此，舞台搭建施工作业难度特别大。
音乐会从现场布置到节目安排，充分尊
重原生态本色，力求最大限度还原森林
生态的自然魅力和人文魅力，让自然的
原生态和文化的原生态完美融合，相得
益彰。”

音乐会主办方为每位观众准备了
环保手袋、环保标志牌，倡议大家演出
结束后带走身边的垃圾，只留一片绿
意。此举生动诠释了绿色发展、绿色生
活的生态文明理念，唤起场内外观众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强烈共鸣。

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是灵魂。围场
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康莲枝表示，此次音乐会场地设在森林
里，是一场真正将绿色的场景、生动感

人的画面和美妙绝伦的音乐相融合的
文化盛宴，让人们领略塞罕坝绿水青山
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塞罕坝林
场是一代又一代塞罕坝人的心血和执
着坚守换来的。

文化的传播，需要品牌打造。2017
年，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被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授予“地球卫士奖”。这是联
合国表彰来自世界各地杰出环保人士
和组织的最高奖项。这充分表明，中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和成效得到
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提升塞罕坝品牌形象，贵在驰而不
息，久久为功。此次活动用艺术的方式
展现了塞罕坝精神，有效提升了塞罕坝
的品牌形象。

观看完森林交响音乐会，省林业厅
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刘凤庭激动地表
示，56 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者们
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
地上艰苦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
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塞罕坝形成了
良性循环发展链条，折射出中国大地上
正在发生的生动变化：人们已逐渐开始
习惯于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如今，
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统筹规划、合
理开发利用森林景观资源，着力打造塞
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品牌，初步建成了华
北生态旅游胜地、京津地区生态花园。

长歌如风过林海，绿色旋律动人
心。塞罕坝精神在音乐中传送得弥久、
弥远。绿色发展，生态保护，会越来越
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对美好
生活愈发持久的向往和动力。

（本版图片均为通讯员刘环宇摄）

踏歌而行，“绿色的旋律”
激荡塞罕坝

以文化人，让生态文明理念传得更远

林海交响，中国元素生动展现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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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家
陈思思演唱
《大 森 林 记
得一棵树》

童 声 童 趣 合
唱团主题专场演出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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