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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是湖南省建城最早的城市之一，具

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中，常德民间艺术资源是最具常德特色的文

化资源， 充分保护和利用常德民间艺术资

源，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它确实可以为

提高城市文化品味，创造具有个性的常德历

史文化名城，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带来

实惠的文化资源。

一、利用民间艺术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名

城

常德市具有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由于

历史的原因，相对封闭的地域使民间艺术具

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如常德曲艺常德丝弦、

传统戏剧常德高腔、桃源木雕、常德民间建

筑荫子屋等，都是属于常德的独一无二的民

间艺术魁宝，真正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创建

历史文化名城， 使常德具有中华民族的传

统，具有湘楚文化气息的，常德武陵独有的

特色文化城市。

常德民间艺术资源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统的民间艺

术大多具有浓厚的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具有

“成教化助伦”的美学功能，对于提高城市文

化品味，建设和谐社会，发展城市经济都具

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二、盘底常德民间艺术资源

1、演艺。常德具有丰富的民间演艺艺术

资源，最近澧县的民间音乐船工号子、传统

戏剧荆河剧、常德曲艺常德丝弦、传统戏剧

常德高腔均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此外还有傩戏、民间舞龙舞狮、常德渔

鼓、三棒鼓等多种演艺形式。

2、民间美术。常德的民间美术最有特色

的是桃源木雕和沅水石雕，桃源木雕源于清

朝，有一批宫庭雕匠散落于桃源民间，以其

精湛的工艺和独特风格的雕刻作品闻名全

国。

3、民间建筑。常德的荫子屋是典型的常

德民居建筑，荫子屋有封火墙，外围相对封

闭，里面有天井，四通八达。是典型的具有常

德特色的民居建筑。

4、民间手工艺。 常德民间工匠很多，俗

有“九佬十八匠”之说，歌决为“金银铜铁锡，

岩木雕瓦漆，蔑伞染解皮，剃头弹花晶”，许

多民间手工艺具有欣赏价值。

5、民间饮食文化。常德特色民间饮食中

有米粉、年糕、糍粑、常德腐乳、榨辣椒等。许

多都是高档宾馆的美味佳肴。

三、民间艺术资源保护与利用之原则

1、整体规划，统一管理的原则

市文化部门要组织专业人员对常德市

可利用的民间艺术资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分

类整理。要对民间艺术资源的利用做长期规

划，逐步完善，使民间美术资源的利用渗透

到城市建设及房地产开发之中。

2、政府投资与民营投资相结合的原则

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时，在创建文

化名城时注重常德特色，对城市进行整体的

文化包装。政府对具有常德文化特色的企业

要进行扶持和鼓励，鼓励房地产商及企业在

建设过程中融入常德的民俗文化。

3、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一件文物，把它放在博物馆它便是一件

珍贵的文物，把它弃在荒郊山野，它便是废

物。 常德市有个丝瓜井，用栏杆在四周一围

起来， 便成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物，不

然便是废井一口。 茶楼、歌厅可利用常德民

间艺术品、民间演艺的特色增加客源。

四、民间艺术资源利用的几点具体建议

1、出版常德民间艺术全集，对常德的民

间艺术进行分类整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整

理出版。

2、建常德民俗艺术博物馆，将旧城改造

中拆下来的旧建筑材料收集起来，按照常德

荫子屋的式样修旧如初。博物馆除展出由政

府投资收藏的藏品外，对于民间已经具有一

定规模收藏的藏家可免费提供展厅。并请一

些具有观赏性的民间手工艺人进馆经营。

3、修常德民间艺术墙，在桃源木雕中，

有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并有较高的艺术水

平，可将其复制扩大，并配以文字建成一道

民间艺术文化墙，使人们在得到艺术享受的

同时受到教育。还可将具有浓厚民间特色的

雕塑复制置于公园、街道或社区之中。

4、建民俗艺术广场，市政府在修建广场

时， 不要一味模仿西方式或其它城市的风

格，而是充分利用民间美术资源，建一个既

有现代气息， 又有常德民间特色的艺术广

场。

5、举办原生态民间演艺大奖赛，由电视

台和企业共同举办，邀请全市的民间艺术人

才参加电视擂台赛，从中发掘人才，弘扬民

族民间文化。

6、建常德特色的演艺歌厅，将现有歌厅

的演艺增加民间演艺的内容，并对其进行适

当的包装， 比起千篇一律的现代曲艺来，将

更具特色、更有市场竞争力。 鼓励个人在市

区建小型民间演艺茶馆， 由政府扶持并授

牌。

充分利用民间艺术资源 打造常德历史文化名城

湖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李方杰 漆跃辉

在我国实行在党的领导下， 行政指挥

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的教育管理体系， 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管理体制的重要特

征，具备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那么

在发扬传统和特色的同时， 根据新形势和

新任务的要求，如何保障学校民主，处理好

教育工会与学校行政的关系， 进一步解放

思想，开拓进取，全面开创教育工会工作的

新局面。 我们知道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职工群众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

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

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而教育工会是中国

工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一个特殊的产业

工会。 如何正确处理教育工会与学校行政

之间的关系？

一、组织关系

教育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群众组

织，依照《工会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实

行“上级工会和同级党组织双重领导，以同

级党组织领导为主”的组织原则。教育工会

与教育行政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组织。

前者是群众组织，后者是政府职能部门，在

开展工作中，应做到互相支持，互相监督。

目前, 校长负责制已成为学校管理的基本

模式。 校长负责制是指在上级党组织和教

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 校长对学校教育教

学全面负责，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教

代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学校管理模式。

因此，作为学校的工会，一定要时刻明确角

色定位，既要保证校长的行政管理权，又要

合理地发挥教育工会的监督职能。

二、工作职能

教育工会同其他工会组织一样， 具有

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四项基本社会职能。

然而， 作为一个为教职工及教育事业服务

的特殊产业工会，教育工会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职能，主要

体现在教书育人、民主管理、教职工具体利益及教职工思想

政治工作四个方面。

（一）教书育人的职能

教职工的基本劳动是在教育行政的管理下，围绕教书育

人展开的。 教育工会要为教职工服务，充分发挥在教育战线

的作用，就必须参与到学校教书育人工作中去，这是教育工

会建设职能的主要体现， 是教育工会要与教育行政相配合，

共同做好教职工群众工作的基础。

教育工会参与教书育人工作的角度必须从群众组织的

性质出发，通过表达和维护教职工在劳动中的合法权益来保

护和激发教职工的积极性； 必须从群众组织的特点出发，广

泛开展适合教职工工作需要的群众性活动，帮助他们提高教

书育人的素质和本领，协助学校行政搞好教职工队伍建设。

（二）参与民主管理的职能

学校实行民主管理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

的， 组织和代表教职工参与学校的管理是教职工的合法权

利，是教育工会参与职能的体现，是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

好教育的重要内容。

其中教代会制度是学校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教代会是

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

监督的基本形式，是学校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充分

尊重教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渠道

畅通的重要措施。搞好民主管理，充分发挥教代会的作用，是

学校党政工共同的任务，基层教育工会承担着教代会工作机

构的责任，所以，基层教育工会在搞好学校民主管理，充分发

挥教代会作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维护教职工具体利益的职能

教职工组成工会，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具体利

益。 正确有效地维护教职工的具体利益，是教育工会的一项

重要工作。

教育工会履行维护职能包括两大方面，即维护教职工的

具体利益和民主权利，两者相互统一，缺一不可。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

教育产业担负着培养造就未来接班人的使命。 教职工的

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接班人的面貌。所以，教育工

会配合党政做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

紧迫性。

教育工会的思想政治教育， 应把握住群众自我教育性、

渗透性、灵活多样性、实在性的特点，把群众团体的教育作用

和优势发挥出来。

教育工会与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建立密切的协商制

度和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健全教育工会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

向行政通报工作的制度，始终坚持为教职工服务、为基层服

务的宗旨，加强自身的改革，努力实现教育工会的群众化和

民主化，才能正确处理好与教育行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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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基本假设就

是，企业有义务最大限度利用雇员的能力，

并为每一位雇员都提供一个不断成长以及

挖掘个人最大潜力和建立成功职业的机

会。 因此现代生产组织越来越重视职业规

划。

媒体是智力密集型的生产组织,鼓励员

工进行职业规划与参与员工的职业规划已

成为一件十分迫切的事情。 和“读者、主流、

发行、 报道” 这些显而易见的关键要素一

样， 记者的职业生涯规划同样重要地影响

着媒体作为一个生存单位的健康发展。 一

个形势再好的媒体同样经受不住员工的一

夜之间的集体离去。

《财经》杂志每年推荐达到其标准的国

内财经记者到国外进修， 其参与记者职业

规划的步伐， 已超越了一个生产组织内部

的范围，因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吸纳力。

记者职业不应是“青春饭”

激烈的行业竞争已使媒体认识到人才

的重要性。 但一方面求贤若渴，一方面又在

对现有人员的培养和使用上疏于管理。 其

实,从传媒业的行业特点、成熟传媒市场的

发展规律来看，记者行业都不应该是“青春

饭”。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经刊登一位美国同

行的介绍：“在美国， 各大媒体都不直接录

用刚毕业的学生， 因为记者是一个最容易

‘出错’的职业。 能够被大媒体看中时，这些

记者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各大媒体都把有

经验的老记者当成‘宝贝’，给予高薪。 ”

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

《60分钟》从 1968年创始以来，原班人马

基本没换， 今年这个节目主持人和记者的

平均年龄已经达到 70 岁，但是《60 分钟》

仍然是同类节目中最受欢迎的。

当然导致“青春饭”的出现，其原因和

后果都不是单方面的。

目前我国人事管理制度基本是静态

的，招聘、解聘、档案管理，简单的员工培训，

不对企业的整体目标和利益最大化负责。

与传统的人事部不同， 人力资源公司则把

人作为企业发展成功的资源。

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就明确表示，装

配能力就是生产力，同样的配件，不同的工

厂工人装配出来的质量就是不一样。 格力

的一位叉车工， 就做到了可以用巨大的叉

车撬开微小的啤酒瓶盖， 进而挑战吉尼斯

世界纪录。

而长久以来， 基层员工一直没有被当

成资源，更多的是以“工资”的方式体现在

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栏内。 基层员工的

重要性仍体现在一颗螺丝钉、 一块砖之类

的看法上，员工的喜怒哀乐，对工作是否满

意并不纳入人事部门的视线。

“职业生涯规划” 其实是件双赢的事，

不仅有利于记者自身发展， 也有利于媒体

的持续发展。

“职业锚”就是值得最后信守的价值观

“人往高处走，如果你的报社仅仅是一

个在这里呆 5 年后可以找到新机会的地

方，人们当然会另谋高就。 ”《底特律自由新

闻》招聘与发展版面的编辑乔·格瑞姆说。

职业规划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探

索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在根据自

己的天资、能力、动机、需要、态度和价值观

等慢慢地形成较为明晰的与职业有关的自

我概念。

随着一个人对自己越来越了解， 这个

人就会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一个占主要地位

的职业锚。 所谓职业锚就是指当一个人不

得不做出选择的时侯， 他或她无论如何都

不会放弃的职业中的那种至关重要的东西

或价值观。

当然， 进行职业规划的关键是进行自

我透视：透视个人希望从职业中获得什么；

透视个人的才能和不足； 透视自己的价值

观以及它们是否与自己当前正在考虑的这

种职业相匹配。 在恰当的“职业生涯规划”

下，持续的努力必然会提高记者的能力。

事实证明，媒体在记者职业生涯规划上

的投入，往往能很直观的转化为产出。“当记

者的目标是离开我们的编辑部时，他们怎么

会每天都想着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呢？ ”

把“职业生涯规划”当成新福利

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也会让记者（员

工）与媒体（组织）之间更为和谐。 媒体对记

者“职业生涯规划”的协助，不仅是一种新激

励，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福利。

了解雇员的职业兴趣、 职业锚以及他

们的技能， 然后将他们放到最合适的职业

轨道上去，这种做法是运用“人事”功能来帮

助雇员实现个人成长和自我发展需要的途

径之一。 通过记者自身对“职业生涯规划”

的审视，以及媒体对记者“职业生涯规划”的

协助，双方更能取得方向上的一致性。 从而

既节约了媒体成本， 也让记者在技能提高

上获得持续的满足感。

从这个方面来看， 媒体应该成为一个

不断提供令人羡慕的培训能力的知识管理

学校。 这里所说的学习培训，不仅是指掌握

与目前本职工作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而且

包括提高个人的学历和更高的科学文化素

质。 而给员工提供更广阔、更富有挑战性的

工作，则可看作是另一种技能培训。

总之， 从事业部门进入到部分竞争领

域，报纸工业正在成长,也正在培育自己的

“职业发展模式”。

报纸工业需重视“职业生涯规划”

三湘都市报 谈金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