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12年12月17日 星期一 编辑：翟恒水 组版：刘燕 C07今日济南

本报12月16日讯(见习
记者 孟燕) 16日上午9

时，济南市暨章丘市文化
产业发展座谈会在章丘召
开。座谈会上，围绕如何做
大做强济南文化产业，来自
北大、清华、北师大、山大等
高校的专家纷纷支招，提出
了新的思路和建议。

“星星很多，但是缺少
耀眼的月亮”是省社科院
副院长王志东对章丘文化
产业发展的评价。他表示，
章丘文化产业企业和项目
很多，但缺少重量级、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和项目。
文化产业发展应该放大城
市资源优势，对此，他提出
了具体的思路，认为章丘应
该主打“美女+才女”李清照
的独特核心资源优势，打造
李清照文化风情小镇，建设
以宋代风情为主的主题公
园，公园内增加非物质遗产
项目，并增加多重互动体验
活动。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说，历
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有
做文化产业的氛围，但是
也容易排斥文化创新，“无
中生有”就是文化产业没

有现成资源来做支撑，所
依赖的是创意。“像《功夫
熊猫》所有的东西都是无中
生有，它吸收各种各样的元
素综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
个新的东西。章丘就可以通
过会展、建设电影主题公园
等方式，将传统旅游和现代
旅游结合起来，带动文化
产业的发展。”

据悉，近年来章丘市
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
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
业，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文
化及相关产业企事业单位
组织819家，文化产业从业
人员 2 . 8 8 万，拥有资产
22 . 77亿元。章丘先后规划
建设了“两泉三河五湖”泉
水生态旅游区、锦屏山影
视文化区、龙山黑陶产业
制造研发区、朱家峪文化
创意产业园等“七大文化
产业集聚区”。投资4亿多
元集中打造了朱家峪、锦
屏山、百脉泉三大影视文
化产业基地，电视剧《闯关
东》、《南下》等一批鲁剧在
此拍摄。投资5 . 5亿元的章
丘市城市文博中心，建成
后将成为济南东部最大的
文化综合体。

专家为章丘文化产业支招：

主打美女+才女李清照

本报12月16日讯(记者 任志方
实习生 李鑫) 近日，山东省委党校
退休教授初维真致电本报称，经过他
对大量文献和史料的研究，发现济南
解放阁碑记中有“硬伤”：对济南战役
指挥者的宣传记载有错误和误导。

从黑虎泉西路登上解放阁，在入
口处的墙上，醒目地刻着1986年济南
市政府立的《解放阁修建碑记》，其中
写着“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等遵照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攻济打援之战略部署，以
十八万兵力阻援打援，以十四万兵力
攻取济南”。

初维真认为，虽然在碑记中并没
有写陈毅指挥济南战役，但碑记中

“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等”的表述，很
容易让人误解为陈毅是这场战役的
总指挥。

初维真告诉记者，济南战役是
1948年9月开始的，但早在1948年6月
中旬，陈毅已经到达中原军区任职。此
外，碑记中称粟裕是华野副司令员，而
粟裕当时的职务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
政委，是指挥华野全军进行济南战役
的一把手而不是副手。

“济南战役的指挥者应当是粟裕，
这一点在很多史料中能够得到证明。”
初维真表示，比如军事科学出版社、中
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毛
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7页中，有中
央军委1948年9月11日致许世友等电：

“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
挥，由粟裕担负。”而同样在这部文献
中，原来许世友、王建安回忆文章中提
到陈毅出现在济南战役的情节，也已
被删节。

另外，由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
室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

版的《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中，
该书676页记载：“整个攻济打援战役
由华野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统
一指挥。”而这部著作中，同样也没有
提到陈毅指挥或指导济南战役的内
容。

初维真认为，从维护解放阁这个
重点教育基地的声誉和作用出发，为
了避免碑记上的不实内容继续误导游
客和市民，相关部门应该尽快采取适
当措施，尽快更正碑记内容中的错误，
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山东省委党校退休教授初维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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