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拼流量的风气也蔓延到了京
剧界 ， 不再以艺术水准论 ‘英雄 ’，
而是以流量论高下 。” 北京市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正在进行中， 市政协委
员杜镇杰在会场告诉记者， 他今年的
提案是 “京剧的宣传推广应当更有
‘章法’”。

杜镇杰是北京京剧院京剧演员 ，
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
表性传承人。 他表示， 我国投入了各
种资源扶持京剧艺术， 官方和民间力
量都在为京剧不懈地努力 。 遗憾的
是， 京剧仍没有获得与其艺术地位同
等的社会认同。 “缺乏宣传推广的统
筹管理和专业运作是重要原因之一。”
杜镇杰说。

杜镇杰委员认为， 目前对京剧演

员的宣传处于两个极端， 要么没有专
业团队筹划、 操作， 让真正的好演员
默默无闻； 要么完全迎合市场对娱乐
化的追求。 两种模式下的演员都无法
带来真正热爱京剧的戏迷， 难以为京
剧 “增值 ”。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
缺乏真正了解京剧的高素质专业宣传
策划人才， 特别是缺少了解京剧、 热
爱京剧， 又有策划宣传专业能力的高
素质人才， 因此导致京剧宣传缺乏统
筹规划， 目标不够清晰， 多为演出预
告式宣传， 难以真正实现推动京剧发
展的目标。”

杜镇杰委员对此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 应将对京剧的宣传与优秀

传统文化的推广统筹考虑 ， 无论电
视 、 报 纸 等 传 统 媒 体 还 是 视 频 网
站 、 微博 、 微信等新媒体， 通过政
府采购的方式 ， 为京剧留一方空间 ，
细水长流， 合力塑造京剧艺术的良好
形象。

第二 ， 京剧是 “角儿 ” 的艺术 ，

演员是京剧和观众的唯一 “通道 ”，
演员的表演魅力是京剧和观众连接的
“密码”。 作为舞台艺术， 京剧演员只
有苦练， 没有任何捷径。 京剧演员大
多低调朴实， 不注重自身宣传， 意识
不到优秀演员自身的影响力能够为京
剧带来的新鲜力量。 应推出艺术家宣
传计划， 选择艺德好、 艺术水准高的
演员， 强化示范效应。 通过宣传优秀
艺术家的敬业， 引领勤勉向上的社会
风气； 通过宣传优秀艺术家的演出和
表演技巧， 传递京剧的独特魅力， 再
通过艺术家的影响力， 吸引更多观众
与京剧见面。

第三， 宣传京剧美学， 对京剧做
深度的呈现 ， 拒绝京剧娱乐化 。 另
外， 细致持久深入的艺术教育也不应
弱化， 形成立体的宣传策划方案， 覆
盖资深票友、 资深观众、 新观众、 青
少年等不同的受众群体， 让不同群体
的观众各取所需。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杜镇杰委员：

深度宣传京剧美学
拒绝京剧娱乐化

作为一名履职7年的老委员， 朱良持续关注北京
的交通问题， 今年上会准备提交的5份提案中， 为北
京正在逐步推进的自动驾驶、 道路停车电子收费、 电
子车牌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于今年1月1日起东城区、 西城区、 通州区开始
实行的道路停车电子收费措施， 朱良委员介绍， 2019
年全市各区都将陆续实施这个政策， 使道路停车管理
有很大变化。 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规定， 在划定
白实线的停车位上停车， 白天不足15分钟免费， 夜间
不足2小时免费， 以后按时间长短计费， 这就对停车
起止时间的记录提出很高要求。 按照目前很多路段实
行的办法， 是采用高架摄像头、 视频桩等固定设施来
监测车辆进出停车位的时间。 这种方式固然记时准
确， 但成本却不低， 而且易受树木、 雨雪、 阳光等外
界因素干扰。 “要大规模推广， 还有一定难度。”

另外， 停车费对广大车主而言并不低 。 朱良表
示， 要想让车主心甘情愿把车停在正规停车位上， 前
提条件是旁边没有可以违规免费停车的地方， 否则势
必有人把车停在车位外边不缴费。 违规免费停车对合
法付费的车主很不公平， 必然引得更多人违规停在旁
边而合法车位却空着。 要在合法停车位之外的道路两
侧都安装摄像头、 视频桩等监控设备， 成本会很高，
很难全面覆盖。 如果依靠人力去巡查贴条， 又会重蹈
过去人工收费的很多弊端； 如果放松管理只偶尔抽
查， 那仍然是一片乱象。

朱良认为， 道路停车乱象的根本原因是停车位不
够。 对此， 他建议对占路停车适度阶段性合法化 ，
在现有停车场规模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区域， 在对
交通没有严重影响且一直有大量停车的路段， 充分划
设道路停车位， 并在道路两侧便道和周围空地适当划
设停车位。 “划设道路停车场并非永久化而是阶段性
的， 当附近停车场车位增加后， 也可以取消一些道路
停车位， 逐步还路于行车。” 朱良说。

同时， 建议开发驾驶员专用停车电子收费手机应
用软件。 由市交通委组织委托开发 “停车电子收费
APP”， 以驾驶证实名注册， 通过位置可以确定收费
区域， 通过时间可以确定是白天还是夜间， 从而确定
收费标准， 从起止时刻可以算出实际停车时间。 这样
就可以准确取证， 使驾驶员可以核实自己停车的起止
时刻。 在技术上， APP应具有防止篡改时间和位置的
安全功能。 此外， 在监督方面， 还应开发停车监督取
证手机应用软件。 本报记者 孙艳/文 孙妍/摄

履职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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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 在市十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驻地， 举行了以 “老城保护
和中轴线” 申遗为主题的代表 、
委员专访。 三名代表委员围绕文
物、 文化、 规划和建设等方面提
出了自己在履职过程中的感受和
关注问题。

作为一名新当选的人大代
表， 北京正阳书局有限公司总经
理崔勇长期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 他也非常关注北京胡同里的
变化。 从去年履职起， 他走访了
几位曾经居住在胡同里， 尤其是
文保院落里的老街坊。 “在调研
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他们从文保
院落中腾退到搬入新居的喜悦之
情。 可以看出政府在改善民生、

文物腾退方面的力度， 使百姓提
升了幸福感， 同时也解决了文物
的安全隐患。” 崔勇表示 ， 今年
将继续提出北京中轴线沿线腾退
的难点问题。

政协委员宋慰祖说： “我从
小生活在中轴线沿线附近， 自然
对中轴线的保护非常关注。” 在
去年的履职过程中 ， 宋慰祖用
“成果满满” 来形容。 去年， 宋
慰祖提了关于 “中轴线保护 ”、
“传统文物保护和修缮” 等相关
提案 。 关于 “曹雪芹故居的修
复” 问题， 他坚持提了12年。 他
介绍， 位于广渠门内大街207号
院的曹雪芹故居拆除后一直没有
复建。 “原因很复杂， 有土地归

属问题， 还有地铁占地问题， 政
府部门每年都在推进修复。 去年
复建的地块已经清理完毕 。 今

后， 我还将继续关注。”
光明日报社北京记者站站长

张景华是位新委员。 她说， 在平

时的工作采访中， 就认识到中轴
线和老城保护的重要性。 去年，
她参加了加强对中轴线和老城保
护的调研， “这方面工作进展很
大， 但是离中轴线申遗成功还有
一定距离。 无论作为媒体记者还
是政协委员， 都要身体力行推动
中轴线保护的进展。”

今年， 她提出了 “关于将南
海子地区纳入西山永定河文化
带” 的提案。 “京城东、 西、 北
都有文化带。 作为南部地区， 作
为雄安、 北京副中心交接地带，
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重要， 缺少
文化带建设对发展不利， 希望得
到相关部门的关注和解决。”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陈艺/摄

政协委员坚持12年呼吁复建曹雪芹故居

1月12日上午， 市政协委员宋慰祖
前来向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报到 ，
一揽子带来了10份提案将提交给大
会。 其中， 一份关于 “三城一区” 建
设的提案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宋慰祖
提出， 建设 “三城一区”， 政府要当
好服务者、 运营者、 管理者。

在 “三城一区”定位方面，宋慰祖
介绍，“三城”表面上看是涉及怀柔、昌
平、海淀、密云，实际涉及16区。 因此，
建设三大科学城， 就是将北京建设成
为一座以科技创新为中心的城市。 而
“一区 ”建设，则是在北京这座科技创
新中心城市中， 建立一座集中的成果
转化、 集成创新的智造产业园区。

“找准这一定位 ， 北京要思考的
就不是在行政区域内如何建设科学
园、 创新园的问题， 而要思考如何将
城市建设成为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特色
的城市问题。” 宋慰祖提出 ， 各区政
府都要思考如何建设一座以科学研究
和技术创新为特色的城市问题和建设
怎样一座以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为主
题的城市问题。 建设 “三城” 绝不是
找地建设几座大型科学装置、 让科学
院所和大学落地、 为央企研发总部建
一片园区和建几座科技创新园区的
事。 而是要谋划行政区域内如何围绕
科学研究机构、 央企研发中心、 高精
尖科创企业落地 ， 加强 、 完善 、 提
升、 转型城市化建设水平， 特色化城
市发展这篇大文章。

对此， 宋慰祖建议， 在推进 “三
城一区” 建设过程中， 政府要做好服
务者， 以服务者的身份为其建设腾清
土地 ， 建设好基础设施 ， 保证其顺

利、 平稳、 安全落地。 不断调整完善
政策环境 ， 以服务于科学城新业态 、
新产业的发展需求， 构建培育服务型
政府。 同时， 政府要做好城市的运营
者， 科学合理发展主题鲜明的空间 ，
这就是行政区域 ， 主题就是科学城 。
要在这个系统中规划设计 、 谋篇布
局、 制定政策、 建设城市。

此外， 政府还要做好科技创新中
心城市的管理者， 以国际一流和谐宜
居之都为标准 ， 做好城市的管理经
营。 科学城的建设， 政府作为管理者
要提升其政治智慧， 将着眼点放在提
升区域生活保障水平上 ， 提升人文 、
生态环境水平， 制定完善适于科学城
及其系统发展的政策法规。 科学城的
建设任重而道远， 但核心要明确是建
“城” 而不是建 “园”。 规划设计要先
行， 不仅是土地、 建筑等设计硬件规
划， 也要做好系统的战略规划。

本报记者 孙艳/文 孙妍/摄

建设“三城一区”
政府要当好服务者、运营者、管理者

宋慰祖委员：

朱良委员：

实施道路停车电子收费
加快跟上配套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