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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 《房山区又联十年图志(2001—2011)》(以下简称“图志”)是一本

综合_生图志，按照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原则．分层次按类别编辑成书

二、图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巴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

稃学发展观，力求全面、：隹确、客观、真实地反映房Lb区文联和所属各协会

以及会员的工作成就、事业发展进程和总体工作庸况

三、图志以图系事，每图必有文字说明。有些照片，出自影像截图．造

成画面模糊．敬请原谅

四、图志以又联大事记和工作总结为缦索，从又联存档的冈片资料中选

取主要照片，同时面向所属五大协会普遍征集，体现了资料征集的广泛性

权威性

五、图志以突出重点为原则，将十年工作分为建置沿革、光辉历程、辉

煌成就、群星璀璨和文联工作大事记等板块

编者



概述，l

第一章建置沿革

第·节房IIIIX：丈联成止

在房山I)(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郭先英，9

面J自未来团结进取开创我区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 把长5C／11

北京市房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15

第二节文联机构

房儿I区文联机构／17

第一届理事会名单九8

第三节文联所属五大协会

(一)协会成立／19

房山区民问艺术协套／19

房山区作家协会／19

房山区音乐舞蹈家协会／20

房山区摄影家协会／20

房山区蔓术书法家协会／21

(二)下属学会／2I

房山区少儿撮影学会／21

房山区诗词楹联学套／21

【 川负h“l 0=／22

琦』·丛撮髟家劬台 ／22

居^区哥F哥蹈京协会／22



厉山区作家协会／23

房山区民问艺术家协会／23

房山区美术书法家协会／23

第叫竹摹堪文艺组织

长阳镇拈法茭术摄影|办会／24

房山区文联长阳分会124

琉璃河美术书法机会／25

闶村摄影饥会／25

阎村美术书法西会／26

卣潞街道美术书法协会／26

闶村文学创作协会／26

闹村舞蹈饥会126

房山Ⅸ文联闶村分会／27

房山K文联佛子庄分会／27

第二章光辉历程

筇·节重大活动

房山史联J戊立标志房山K文艺创作繁荣的】F端／30

“开张吴长篇小醴《铁m甲两》新闻发布会132

土办房¨I阁书节为群众文化乍活增添靓丽风撩／32

史长义作为区县史联唯一代表参加伞圜第t次文代会／34

r疆崩：’0⋯k抗}-小ILr 0。扎id r±机-j．m地个址性／34

“扦d11川长篇小说《t砰》研t't仑135



j豕
史长义参加中阔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136

“房山文化学”开启北京地域文化研究先河／37

《神龙福地——佛子庄》拉开“房山文化学”研究序幕／37

《人类文明之脉源——周口店》成为解读世界文化遗产的名片 ／38

《龙乡古城——房山城关》为古城立传／3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创作地——霞云岭》彰显红色经典／39

《文化长阳》丛书煽动经济腾飞的翅膀／39

“贾岛诗歌学术研讨套”崛起贾岛研究新高峰／40

《周口店遗址通览》集80年考古研究大成／46

《房山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蔚为大观／46

树房山文化大区形象甘开《燕都文丛》(第一辑)研讨会／48

《中国文化撤》推出“燕都文丛”评论专版／51

《北京日报》推出房山作家群／51

话剧《黑白红绿》以文艺形式助推产业革命／52

圆满完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展陈设计／54

“京西文学论坛暨京西文学研究会成立”确立房山京西文学核心地位／56

召开凸凹长篇小说《玄武》作品研讨会／58

《见证——房山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选》展现改革开放辉煌成就／60

《燕都文丛·第二辑》再推房山作家群／60

刨n十二崆ZZ作．1^ 肿州肘I J辑轨交山业吐／6l

【『‘】。I刨儿1 J’#⋯殳化研Ll‘。挺Ht“⋯Z化‘川彤__i¨J，J／62

f{”J、’“／、Z rn尘fU税0篷¨刨作州汁全，^4

一扬帆一记述 化悄K’建发辫蜱』』J栉／65



“故乡的}己k”——房山作家书库『‘程肩动乡土阅凄情结／66

《锤镰颂歌——房山医庆祝建党九|周年朽岫展》唱响时代牛章／67

报告文学集《破冰》展示“一化两区”建设丰硕成果168

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启刚到房山调研／68

举办凯绥·珂勒惠支版面展／69

举办《人问鲁迅》生平展／70

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启刚渊研非遗项目“霸下鞭” ／71

生长义⋯席第八次全围作代会／72

弘扬北京精神优秀曲艺节日在房山巡演／72

第：节重要活动

文艺界知名人十座淡会暨新春联谊会促进文艺繁荣新局面／73

刘恒演讲“文学与根据地”扬起史学风帆173

市K文联送艾化F乡 奉献精咒文化大餐／74

春节前，到良9南庄子送春联／74

艺术家到长淘镇采风／74

文化惠民进农家／75

史化史岂T作鹰淡会为推动艾明房山建设贡献力赶／75

指导“．¨2·酬龙肯”打j盘J匕方祈雨圣地／77

举办⋯隋系汶川-心手相连”书闯作品义宴奉献爱心／78

倾情助力“和谐社区共建”活动180

推动窦店镇村庄文化墙建设／81

，}山、h，1多杉的垃【1d史Zi—l：_I』瞄!

电业中学举办“中国版画珍珠——藏书票艺术巡回展” ／8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房山二中开展“丹青输墨颂园丁”书画活动，82

房山河南中学开展诗教活动183

阎村南梨园中学开展“名人名言名家书法作品进校园”活动／84

官道中学举行差术书法进校园活动／84

打造功德揣“奉先居”金代餐饮文化／85

春节前夕慰问村镇低保户／86

慰问周口店云峰寺村低保户／86

慰问霞云岭}四合村老党员186

“开“j化两区”建设主题报告文学创作T作会／87

《大美房山》亮相五区书法美术摄影联展／89

房山书法作品在“北京美丽乡村书法艺术展”上规模展出／91

召开《扬帆拱辰》主题创作会记述街道巨大历史变迁／93

“多彩房ll』魅力女性”影赛展现新生活风貌／94

会同市文联研究部送书到闶村／95

“一路风景·E路拍”房山旅游摄影大赛评比揭晓／96

第三节重点活动

“摄影在农家——宋春生家庭摄影展”开创影展新途径／97

《“i个代表”之歌》研讨会弘扬主旋律创作／98

宋秀兰、刘英赴科威特演出／99

《云居寺》卅版座谈会召开／99

f’仆十J。】】【，q¨——儿·朗阳游id研l J会／100

l刈1家m全“”上#刨忤金／101

’新收f『殳艺性。 f『乡。一，幔谈台 "刨怍z5f一研讨新模式／102



十渡写生创作基地创造企业与书JⅢ』界双赢／104

助山“迎奥运 建和谐”举办系列文22活动／105

府前广场举办书画摄影展，105

积极参加匡直机关迎奥运活动／106

志愿者在燕^社区举办“迎奥运书画笔会” 门06

房山 宣武两区文联举gJ、“同迎奥运 共建干¨谐”美术作品巡展／107

举办庆祝新巾阿成立六十剧年书【叫展／109

举办“让房山FUN起来——房山新锐书画家作品展” ，111

区作家协会认真落实“我看‘三化两区’”上题征文活动『’作部署／113

区作协举办“我看‘i化两区”’fl盱：辅导讲座／113

举办《J十青焕彩龟水情深——庆“八√。双拥书imI作品展》 ／113

第三章辉煌成就

第一节乖大成果

创办《燕都》杂志构建宜传舆沦新格局／1 16

n凹妊篇小说《大甜》莸老舍文学奖提名奖／117

IrI『凹散文《感觉汪曾祺》获“汪曾祺文学奖”金奖／117

凸㈨散文《最后的凝视》获“我从灭安f】前走过”征文～等奖／118

凸凹长篇小i兑《玄武》荣获市政府文学大奖／118

【rIl凹《以经典的名义》获第四届全同冰心散义集奖1120

凸凹、刘强双获第五届北京巾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荣誉称0／122

lK卫良歌【|0《々【I c⋯fq，执乍旧址1{l}【凳歌¨l】创作奖／124

j氍文良歌浏《阿阿跳月》 《巾旧辉煌》分获。原创欹m^据’创作焚／124



歌曲《大山里的小姑娘》获中国文化部“群星奖”金奖／124

舞蹈《大山里的小姑娘》获全国第十四届群星奖一等奖／124

张连友获“点亮奥运·北京二00八”城市彩灯征集金镊铜奖1125

张文良歌词《追求圆满》获全国首届“飞龙榜”词曲创作“银月亮银奖” 1125

I几1凹创作的长篇小说《玄武》获茅盾文学奖提名奖／125

第一节莺要成果

《周口店遗址》丛书出版／126

《慢慢呻吟》《铁血平两》人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T程日家中心名家名作网／126

何君华《幽默摄影拼贴嘶》出版／127

举办“聚焦三农摄影大赛” ／127

《北京房山》大型摄影i日Ii册出版1127

推m《晚情文存》系列丛书／128

编辑《共建和谐——纪念政协北京市房山区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书画选集》 ／129

编撰《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房山区卷》 ／129

创办《房山民肪》专刊儿30

编辑乡镇文化专刊《史家营风物》 儿30

何君华鲁光邢振龄首办《京城i老指嘶展》 ／130

长篇小说《平西线上》出版儿30

第三节获奖名录

文学创作／131

卫1：j一上／I 32

{儿影／I 32

膏乐辫蹈／1 35



集体奖，135

个人奖／135

民间艺术／136

第四章群星璀璨

第·节国家级协会会员

文学创作／140

美术书法，142

摄影／143

音乐舞蹈／143

民问艺术／144

第■节省市级l办会会员

艾学创作／145

荧术书法／148

摄影／151

音乐舞蹈／152

民间艺术门53

房I山作家主要出版物·览丧，155

文联T作大事记／159

后记／188



概 述

2001年3月27日，房山区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 在构建和谐文化、建设新农村文化、活跃基层群众文

大会召开，房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房山区文 化、打造企业文化、丰富社区文化等方面也创造r不凡

联)宣告成立。同年，由文联牵头、筹备、组织，分别 业绩，逐步把房山文艺事业推进到历史以来的最繁荣时

召开了五个艺术界别的文艺1二作者代表大会。文联下属 期。

的五大艺术协会宣告成立，即：房山作家协会、房山美

术书法家协会、房山摄影家协会、房山音乐舞蹈家协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效益化

会、房山民间艺术协会。房山文联和五大协会的建立，

使房山区文艺界拥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发动、管 文联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倡导广大文艺工作

理、协调、服务的组织机构，标志着房山文艺开始走上 者，J}}j自己所擅长的文艺形式和文化特长，为区委中心

有组织、有秩序的科学化、规模化、正规化的发展道 工作服务，为全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如在历

路，房山区的文艺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届旅游文化节中，文联组织文艺家提供了高质量的活动

从2001年到201 1年，房山文联已经走过了十年的 策划、解说词撰写、歌曲创作、主题展览等文化文艺服

历程。十年来，房山文联始终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充 务，为房山的文化品牌不断做出形象的注解。特别是在

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团结全 2006年。区委决定重建堂上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Ⅸ广大文学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围绕中心，服务 国”歌曲诞生地纪念馆，并把光荣而艰巨的展览设计、

大局，推动文化建设有所作为；立足专业，服务文艺 展陈布置工作交给了文联。在时间紧、规格高、任务重

家，夯实基础建设有所成就；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打 的情况下，文联勇挑重担，克服种种刚难，最大限度地

造文化品牌有所建树”的1j作理念，忠实地贯彻落实Ⅸ 组织人力，挖掘潜力，奋力拼搏，提前完成了布展工

委提出的“建设文化名区”的战略任务，为“三化两 作，共完成文字创作20多万字，图片搜集、整理、拍

区”建没服务，不断壮大文艺队伍，不断结出文艺硕 摄千余幅，为党的85岁生日献出一份珍贵的厚礼。中

果．文艺工作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打造了一批 央、市、区三级领导对文联的工作和作川给予了充分的

文艺精品，造就了一批文艺人才，使房山的文化境界、 肯定。作为庆典活动的重大成果，堂上“没有共产党就

文化品位不断提升，对外影响不断扩大，为房山区的经 没有新中国”纪念馆，至今仍在发挥着对各级党组织，

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可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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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区内每有事关全局的重大活动，都有文艺T作者的

身影，都有文艺家的声音，都有文联发挥的不可替代的

作用。文联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面向基层，服务社会体系化

在为区委中心工作服务的同时。文联坚持为人民大

众服务的文艺方向，面向基层，以展示地区文化特色、

培育地区文化品牌、推动乡镇文化建设为目标，在普遍

服务的基础上选择重点单位着手打造文化品牌，为地区

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在实践中形成三大体系。

一是配合机关文化建设，打造行业文化。十年间，

文联以营造全区的文化氛围为出发点．配合区直委办局

及企业等社会主体，利用出书办刊、提供策划案、文化

包装等形式，先后为近20家单位进行行业文化打造，

推出了一批文艺共建成果。如为区政协编辑《共建和

谐——纪念政协房山区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打造政

协文化；为区政法委推出《房山政法文化论文集》，打

造政法文化；为区纪委组织编写《千秋正声——房山区

勤政廉政故事集》，打造廉政文化；为区妇联做好“我

心中的和谐家庭”全国征文评比活动，编辑出版《我心

中的和谐家庭》，打造家庭文化；与区民防局联合创办

《房山民防》杂志，打造民防文化；为“奉先居”饭店

进行文化包装，打造企业文化。这些共建活动。显示了

文联的工作特色。现在，主动请求文联提供这方面服务

的单位越来越多，更加凸现出文联的特殊作用。

二是广泛服务突出重点，打造乡镇文化。以展示地

区文化特色，培育地区文化品牌，推动乡镇文化建设为

目标，着手打造乡镇文化品牌，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思

想动力和智力支持。先后为10多个乡镇提供了编刊出

书、文化策划、企业包装、征文展览等各种文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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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乡镇文化建设。如在2007年，根据长阳地区社

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与长阳镇党委、政府联合开

展了“文化长阳”文艺创作活动。活动以“文化长阳”

为主题，充分挖掘地区文化特色，通过多种形式的文艺

创作，集辑出版发行了《长阳文化》丛书。分为历史文

化、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民间文学、书画、摄影、

曲艺8个分卷。全套书近64万字。丛书以文学艺术角

度诠释长阳，从历史大事、经济社会发展、风土人情、

时代风貌等各个方面对长阳进行了文化解读．全方位地

反映了长阳地区发展。记载了长阳的历史变迁和新时期

建设成果。展示了长阳丰厚的文化底蕴，从而树立起长

阳文化品牌。

特别是对重点乡镇的持续打造。从2008年起，连

续3年把阎村镇作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在阎村组建文

联分会、指导各协会分会开展文艺工作、编写《燕都·

阎村文化专刊》、支持《梓萌》文学社文学创作、举办

征文活动、创作乡风浓郁的镇歌、举办名人名家书法作

品进校园活动、举办大型文艺演出等措旌，变“送文化

下乡”为“文化在乡”，极大地丰富了地Ⅸ的校园文化

和群众文化生活，推动了阎村的文化名镇建设。使阎村

镇成为北京市唯一的一家“书法艺术镇”。

三是挖掘民间文化遗存。打造民俗文化。抓住文化

游、民俗游升温的契机。会同北京专家学者，对房山20

多个乡镇的民间文化进行普查，挖掘、整理、撰写房山

民俗文章30余万字，编辑完成《中国民俗文化志·北

京·房山区卷》。在此基础上，对重点地区进行深层打

造．实旌成果转化。为了更好地弘扬房山历史文化，挖

掘展现民俗文化资源．推进民间文化习俗的传承，在

2008年和2009年．策划指导佛子庄乡打造区域民俗文

化品牌。选派民俗专家为佛子庄乡策划了黑龙关“-TI

二·酬龙节”。邀请全国著名的民间艺人加入，不断丰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