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那大12月9日电（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刘晓惠）12 月 9 日，
2024第二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
游大会暨第十四届东坡文化节城市交
流会在儋州举办，儋州、惠州、黄冈、眉
山、常州、诸城、平顶山、阜阳8个东坡
文化节联盟城市，以及儋州、海口、澄
迈、临高、昌江、琼中6个省内东坡文

化所涉市县，就东坡文化的传承和保
护利用等内容进行推介交流。

会议指出，东坡文化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海南
历史文化的精华所在和代表性符号。
近年来，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文化思想，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东坡
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建立了省东坡
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等相关组织机

构，推进东坡文物保护和文旅融合，组
织文艺创作、展览和出版，开展东坡文
化进课堂等。目前海南已形成了一股
缅怀东坡功德、品读东坡诗文的热潮，
形成了传承东坡精神、感悟东坡境界
的良好氛围。希望以东坡文化节为纽
带，加强联盟城市间资源共享、优化配
置、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东坡文化遗产
活起来、火起来，促进打造地方特色文

旅名片。
会议宣布，安徽阜阳市正式加入

东坡文化节城市联盟。8个东坡文化
节联盟城市共同签署友好合作框架协
议，共同搭建东坡文化交流平台。会
议发布了“东坡行旅——中国文物主
题游径”项目，该项目是我国首条文物
主题游径，将东坡足迹串珠成链，通过
文化旅游讲述东坡在海南的重要事迹

与人生故事。
会议举行了2025年中国（海南）

东坡文化旅游大会主办城市交接仪
式，由儋州市交给澄迈县，以及东坡文
化节会旗交接仪式，由儋州市交给常
州市。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李军出席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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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二届中国（海南）
东坡文化旅游大会

爱心企业捐赠130万元采购
《东坡诗词文选萃》

将发放至全省
每个班级图书角

本报那大12月9日电（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吴心怡）12月9日，由海南省慈善总会主办、海
南省出版发行集团协办的《东坡诗词文选萃》丛
书捐赠仪式在儋州海花岛举行。

《东坡诗词文选萃》丛书由海南出版社出
版，海南省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执行主任
谭新红主编，精选苏轼一生最具代表性的诗、
词、文进行详细解读，小学版、初中版各收录苏
轼在海南及其他地方创作的优秀作品35篇，是
一套高质量、具有海南特色的弘扬东坡文化的
丛书。

为了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爱心企业海南
星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向海南省慈善总会捐
赠 130 万元，用于采购《东坡诗词文选萃》丛
书。这批图书按计划将为全省每所学校每个
班级的图书角发放4本—5本，按照全省学生
人数的 10%进行配发。此举有利于丰富我省
校园图书资源，有助于培养我省青少年的人文
素养和审美情趣，提升其思想境界和道德水
平，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
础。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海南星华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的善举，不仅生动诠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真
谛，也为全社会树立了积极向上的典范。海南省
慈善总会在捐赠仪式上呼吁社会各界给予热心公
益的企业更多认可和支持，推动更多企业和个人
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出席
仪式。

2024第二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暨第十四届东坡文化节城市交流会举办

八城携手共建东坡文化交流平台

东坡文旅大会上出现有趣一幕：

当“巴蜀东坡”
遇上“海南东坡”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心怡

“我是东坡！”
“我才是东坡！”
12月8日晚，一阵争执声从儋州东坡书院怀

贤亭处传来。在2024年第二届中国（海南）东坡
文化旅游大会暨第十四届东坡文化节开幕式演出
《男神东坡》现场，一位四川“东坡”和一位海南“东
坡”，用带有方言味的普通话，对于“谁是东坡”这
个问题争执不下。

好在不多时，两人间就化干戈为玉帛，只因
他们都发现了对方的真实身份——忠实的“坡
粉”。“其实，我是东坡先生的粉丝。”海南“东坡”
陆千户说。

矛盾化为乌有，双方惺惺相惜。“原来我们
两人拥有共同的爱好，都是太‘粉’我们东坡先
生了呀！”四川“坡粉”陈华伟说，两人拱手作
揖，连声说着“幸会幸会”，在场观众纷纷鼓掌
欢笑。在两位“坡粉”的联袂演绎下，观众们仿
佛身临其境，亲耳听见苏东坡与王安石关于狗
仔花的争论。

这是《男神东坡》沉浸式演出中特别设置的
“坡粉”互动环节，为“坡粉”提供了一个“穿越千
年”与偶像同台互动的机会。“坡粉”招募信息发出
后，来自儋州的“坡粉”陆千户积极报名，并凭借优
异表现成功入围。“排练了七八天，昨天晚上感觉
演得特别爽。”陆千户说，这不仅是对自己演技的
一次挑战与提升，也是为弘扬东坡文化贡献一份
力量。

“我很仰慕东坡先生，所以才会扮演他的形
象，我的胡子就是为了扮演东坡蓄起来的，已经蓄
了两年多了。”说着，陆千户扯了扯自己的胡须，向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证实“这是真胡子”。

在12月 8日—9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海
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暨第十四届东坡文化节
系列活动中，像陆千户这样“东坡”扮相的“坡
粉”还有很多。湖北黄冈市东坡文化旅游区管
理中心东坡赤壁工作人员胡亮也是其中之一。

“今天扮成东坡，是为了展示我们东坡赤壁的文
创产品。”胡亮说，在东坡文化城市展中，黄冈
展位展出了定风波台灯、赤壁冰箱贴等特色文
创产品。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儋州，昨晚欣赏了《男神
东坡》的演出，看到了两位‘坡粉’的表演，感觉很
精彩，也收获了很多。”胡亮说，希望未来能和各地
的文创企业、景区之间交流合作，一起把东坡文化
推向世界。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影响深远、历久弥新。
不论是四川话、海南话还是湖北话，在弘扬东坡
文化的道路上，各省市的手紧紧攥在一起笃定
前行。

（本报那大12月9日电）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从眉山到开封，从杭州到
密州，从徐州到湖州，从黄州
到常州、颍州、扬州、惠州、儋
州……

苏东坡一生“身行万里
半天下”，饱受流离之苦，但
他却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
精神境界，将东坡文化洒满
九州大地，在这些城市留下
了500多个纪念性景点。这
些东坡文化印记，成为中华
文化的雄伟丰碑和世界文化
的绚丽瑰宝。

12月9日，2024第二届
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
暨第十四届东坡文化节城市交
流会在儋州举办，儋州、惠州、
黄冈、眉山、常州、诸城、平顶
山、阜阳8个东坡文化节联盟
城市，以及儋州、海口、澄迈、临
高、昌江、琼中6个省内东坡文
化所涉市县，共议东坡文化活
化之道。

同一个东坡文化IP，不同城市这样

谈到东坡文化，许多人会觉得
其底蕴深厚、浓墨重彩，很少和

“青春”二字挂钩。但在江苏省常
州市，他们让东坡文化焕发出青
春活力。

作为东坡的终老地，东坡14次
踏足常州，留下与常州有关的诗66
首、词10首、散文103篇。常州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蒋鹏举介绍，常州市
紧扣民族文化、市场变化、场景优
化，以东坡之名唱响文旅大戏，把

“演出+旅游”“音乐+旅游”作为黄金
突破点，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青年
友好型旅游目的地，打造传播东坡
文化的新载体，“我们让东坡文旅既
有魅力也有生命力！”

面汝水，背嵩阳，山川秀丽，风
景宜人。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苏

轼和他弟弟苏辙就长眠于此。郏县
三苏祠和墓，同眉山三苏祠、黄冈东
坡赤壁、儋州东坡书院一同列入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年过去了，东坡及其苏学爱
好者在平顶山市郏县留下了丰富的
文化遗产，让三苏文化也成为今日
平顶山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段志
广说，近年来，平顶山市聚焦多方
面、多角度、多层次，聚力基础建设、
发掘内涵、项目建设、宣传推广，创
建了三苏文化研究会，先后承办三
届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两届“中国三苏文化诗词大会”，东
坡文化已经成为平顶山市郏县地域
文化的显著标志和坚定文化自信的
重要载体。

今年的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迎
来了新成员——安徽省阜阳市。

苏东坡与阜阳结下不解之缘，
最早可追溯到其幼年时期的学习榜
样——范滂，而范滂就是东汉顺帝
年间的汝南细阳（今安徽省阜阳市
太和）人。

宋哲宗元祐六年，缘分再次续
上。苏东坡在宋哲宗元祐六年
（1091）闰八月二十二日到颍州（近
阜阳）上任。到颍州后，他写的第一
首诗名为《泛颍》，有“我性喜临水，
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
之湄”之句。

彼时，欧阳修、苏东坡两位文坛
盟主先后在颍州为官，并在颍州相
聚。更有意义的是，北宋两位文坛
盟主新老交替，这根接力棒交接之

地就发生在颍州，“欧苏会颍”传为
文坛佳话。

阜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善竑
介绍，近年来，阜阳市推进“淮河文
化、管子文化、欧苏（东坡）文化”与
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构建“一核
一廊两翼多极”的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
柱产业，加快建设高品质区域性文
旅中心。

平顶山的三苏墓、常州的东坡
公园、眉山的三苏祠、黄州的东坡赤
壁、惠州的白鹤峰东坡故居、儋州的
东坡书院……从北到南，由西往东，
苏东坡已走了一千年，他又活了一
千年。今天的中国，无处不东坡。
中国的今天，人人粉东坡。

（本报那大12月9日电）

一条东坡步道，全民共享

作为北宋最接地气的全才“网
红”，公元1058年，苏东坡从故乡眉
山出发，走向世人瞩目的漫长旅途。

三苏祠、短松岗、苏母祠……
东坡在眉山的遗迹非常多，作为东
坡的故乡，眉山早已将东坡文化中
的思想观念、人文价值、行为规范
融入城市治理中，塑造了城市的精
神标识。

“眉山无处不镌刻着东坡的文
化烙印。”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建兴介绍，眉山坚持把东坡文化

融入城市建设，如今“东坡步道·
大家之路”这个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已经成为眉山城市更新的闪
亮“名片”。

在眉山，“东坡步道·大家之路”
将东坡文化和三苏家风家教文化植
入到8公里步道上，串珠成链，筑景
融文，让市民、游客在健身休闲、欣
赏东坡城市湿地美景同时，感受东
坡文化独特魅力。

东坡文化，全民共享。正如“大
家之路”的“大家”，既是指东坡是

“大家”，也寓意着东坡步道人人可
享。在广东惠州，东坡文化也是这
样走的“亲民”路线。

“东坡文化在惠州，可以说是
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中共惠州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细花说，
惠州每年举办东坡粉丝大会、东坡
马拉松、“寻迹东坡”徒步活动，用
健康运动的方式，吸引数十万人零
距离感受惠州东坡文化旅游的独
特魅力。

黄细花还特别提到，惠州许多

“坡粉”还自发组织了“东坡粉丝捡
跑会”，每次活动都会有上百名“捡
跑人”齐聚一堂，身穿志愿服、手拿
工具，沿着东坡足迹，一边跑步，一
边仔细拾捡沿途的垃圾，成为一道
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线。

“这也是一种东坡精神的当代
实践方式。”黄细花说，希望能在儋
州等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推广，在

“捡跑”的公益活动中，发扬东坡乐
善好施的精神，让更多人参与到东
坡文化传承实践中来。

一座超然台，活化传承

《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
《后赤壁赋》《黄州寒食帖》《记承天
寺夜游》……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
璀璨明珠，均出自东坡谪居黄州期
间。东坡的文学创作巅峰时期是在
黄州，共写下700多篇作品。

岁月流逝，江河改道，但在黄
冈，东坡文化依然如浩浩江水，淘洗
着人们的心扉。中共黄冈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李初敏介绍：“黄冈
东坡遗迹众多，我们坚持保护第一，
并活化传承东坡文化。”

黄冈市推动东坡文化活化利
用，大力推进东坡文化旅游区建设，

叫响“大美黄冈 此心安处”文旅品
牌。立足好山好水好文化资源优
势，经过持续举办东坡庙会活动实
践探索，总结凝练了东坡庙会“三
宝”——文化小剧、文创产品、东坡
美食，推动黄冈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两年时间，依托东坡庙会活动形
式，黄冈市举办了200多场东坡文化
主题活动。此外，东坡庙会不仅是庙
会，还是一个“文、旅、体、农、康”多产
业融合推广的平台，以“美食+戏曲+
赏花”的方式打开新的消费大门，为
市民游客带来“购优品、尝美食、逛庙
会”的一站式消费体验。

你知道脍炙人口的天下第一中
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苏
东坡在哪创作的吗？是在山东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市）的超然台上。

超然台是建于北宋时期的一个
城台，苏东坡担任密州知州时重修
扩建，赋名“超然台”。苏轼深爱此
台，在这里创作了许多著名的诗
词。后人缅怀东坡，许多文人墨客
也慕名登台留下许多名诗佳句、墨
迹刻石，形成了“超然物外、淡泊名
利”的超然文化。

诸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丽芹
介绍，诸城市打造东坡超然文化，推

动东坡文化活化利用。今年，诸城市
对超然台进行了数字化、沉浸式文旅
项目开发，通过人机交互、全息影像、
AI人工智能、大数据可视化等关键技
术手段呈现苏轼文化意境，让科技为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如今游超然台，数字化让我们
的文化体验更加丰富。”王丽芹说，
诸城市不断加快东坡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科技赋能文
旅融合发展、深挖文化资源打造文
旅新场景、创作东坡文化文艺精品
等举措，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一场诗词大会，文旅融合

12月9日，在2024第二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

演员在黄冈展台演唱黄梅戏。
暨第十四届东坡文化节城市交流会上，嘉宾在海口展位交流。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龙 摄

在2024第二届中国（海南）东坡文
化旅游大会暨第十四届东坡文化节城市
交流会上，展示的东坡主题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