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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画者，文之极也，与六籍同功。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
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
和适用性。这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时
代召唤。

美术馆作为“美”的聚集地、公共
文化的承载地，彰显着城市的高度、
文化的厚度、美育的温度。在建设文
化强市的背景下，重庆美术馆行业有
哪些短板？如何再上新台阶？即日
起，本报开设“美术馆生态调查”栏
目，探讨重庆美术馆行业发展现状。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通讯员 陈春梅）近日，由重庆
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与重庆育才中
学联合打造的跨学科课程——“洞见历
史”成果展在育才中学大公馆校区举行，
展示了27名中学生与28名大学生历时
45天的近40项学习成果，包括新能源车
模、商贸地理沙盘、文创产品等。

据介绍，作为九龙坡区大中小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实践案例，本期课程以“智启
长安·育见未来”为主题，依托重庆建川博
物馆、洋炮局1862文创基地、长安汽车全
球研发中心三大实践基地，串联起军工历

史、工业文化、智能制造等多维度学习场
景，形成校馆企协同育人模式。

“期间，27名中学生与28名大学生结
成‘学习共同体’，在历史、物理、地理、美
术、信息技术等9个学科的大学、中学老
师共同指导下，完成厂史档案整理、口述
史采集、新能源车模组装、文创作品设计、
宣传片制作等任务。”重庆师范大学指导
教师陈春梅说，通过校馆企三方联动的模
式，让工业史从课本走进了现实。

成果展设打卡与成果回溯区、工业记
忆区、未来创想区三大展区，集中展示了
学生们的学习成果。其中，在打卡与成果

回溯区，介绍了该课程的缘起与前两期学
习成果；工业记忆区则以长安厂史为主
线，展现了军工企业的百年变迁，口述史
尽显历史细节的鲜活；未来创想区化身新
能源汽车发布会，学生们组装的新能源汽
车在地上奔跑。

学生自主汇报课环节，4个学习小组
用多元形式展现了学习成果。在教研总
结环节，陈春梅分享了自己与项目共成长
的历程。她说：“从追求‘完美’的表现到
接纳‘不完美的创新’，学会用‘赋能’替代

‘评判’，这种师生双向成长才是课程的精
髓所在。”

据悉，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与重庆育才中学联合开展的“洞见历史”
课程模式自2023年启动，先后与重庆建
川博物馆、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
联合育人关系，现已逐渐形成稳定且可复
制的跨学科育人模式。育才中学“知行历
史”课程创新基地负责人朱姝表示，课程
已取得多项研究性成果，如2025届学生
林子煊在第二期研学过程中撰写的论文
《激荡百余年 军工报祖国——重庆建设
厂的百年变革》在“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
作活动（初中组）中荣获A+的佳绩。

校馆企三方联动让工业史从课本走向现实

高校与中学联合开展“洞见历史”大思政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阳光斜照，渝中区南纪门凤凰台35号的一栋黄色洋楼在时光中
静默如诗。历经127载风雨，经过半年的全封闭修复，这座融合法兰
西浪漫与东方建筑技艺的法国领事馆旧址，终以“修旧如旧”之姿重
现风华。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这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举办了一场“笔触绘母城·时光刻建筑——欧阳桦钢笔画作品展”，正
式开门迎客。

渝中区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不仅是一栋建筑的涅槃重生，
更是一段城市记忆的鲜活延续，市民可循着青石板老街，踏入百年领
事巷，在修复一新的壁炉、木雕与卷拱间，聆听中西文明碰撞的时代
回响。

百年老建筑见证重庆近现代史

走进法国领事馆旧址，遍布整栋房屋的卷拱让这栋老房子充满
了法兰西浪漫风情，而小青瓦搭建而成的歇山式屋顶，又给它添了些
娇俏的东方色彩。

渝中区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修缮工程实施之前，这栋老房
子的内部已经满是沧桑。彼时，洋房的木栏杆已经出现了一条条清
晰的裂缝，室内的壁炉也被废弃封堵，小青瓦的屋顶已经无法抵挡雨
水，就连老洋房上那一处处雕塑，也出现了风化。

“它不仅是外交场所，更是重庆近现代史的见证者。”该负责人
介绍，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把重庆列为通商口岸。
1894年，法国官员到重庆考察设立领事馆。1896年2月，清政府
与法国议定，允许法国在重庆设立领事馆。1896年3月26日，法
国驻渝总领事馆正式开建，任命原驻汉口副领事哈士为重庆首任
领事。当时的法国驻渝领事馆负责管辖四川、贵州、甘肃、新疆、青
海、西藏等地区的交涉、通商和法国侨民事务。1898年，法国领事
馆完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栋建筑历经幼儿园、缝纫车间等身份
变迁，内部结构饱受岁月侵蚀，但外观始终保持着优雅的轮廓，宛如
凤凰台上永不褪色的“历史名片”。

严格遵循“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则

当年法国人在建造这栋洋楼时，造型是西式风格，施工则使用中
国技艺。“单从建筑工艺上看，法国领事馆旧址是重庆近百年历史上
具有代表性的中西合璧老建筑。”法国领事馆旧址修缮工程总工程师
陈祖林说。

为了保持建筑原貌，法国领事馆旧址修复全部按照百年前的建
筑理念。团队严格遵循“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则，拒绝使用现
代水泥，以糯米、石灰与头发混合的传统黏合剂修补外墙；缺损的木
构件经编号登记后，或加固留存，或按百年前工艺复刻；壁炉、雕花门
楣等细节均以史料为据，逐一还原。

经过保护与修复，顶层曾被杂物堆满的天棚，露出原始木梁；封
堵的壁炉被重新疏通，深褐色楼梯的裂缝被细密填补；连风化严重的
雕塑，也实现“无损修复”。

经过半年全封闭施工，这栋老建筑悄然褪去沧桑，却仍保留着历
史的印迹。

老建筑钢笔画讲述重庆故事

当日，“笔触绘母城·时光刻建筑”的钢笔画展同步启幕，展览作
品来自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欧阳桦，70余幅作品手稿以黑白
线条为媒介，将山城的建筑肌理与历史魂魄凝于纸面。

展览分为“山地街区”“历史建筑”“抗战印迹”三大篇章。欧阳桦
以建筑学者的严谨与艺术家的浪漫，展现了吊脚楼的烟火人间、历史
街区的岁月肌理、抗战建筑的庄严脊梁。

展览现场，市民陈东华在作品《法国领事馆旧址》前驻足良
久。画中卷拱门廊的阴影如时光褶皱，歇山式屋顶的瓦楞排列似
历史年轮。“我小时候常在这里玩，如今画里的场景和记忆中一模
一样。”陈东华说，这些画让老建筑“活”了过来，宛若一位正在讲故
事的老人。

渝中区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法国领事馆旧址的百年变迁，见证
着一座城市的开放与坚守。修缮不仅让建筑重生，更让历史可触可
感。这座“新生”的百年洋楼，正以静谧之姿，向世界讲述重庆的开放
往事与文脉传承。

从外交使署到市民公共空间

法国领事馆旧址有了“新身份”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韩毅

“在西班牙，一个只有3万多人口的
小镇，都有一个大型美术馆。而我们为何
生存得如此艰难？”近日，在星汇当代美术
馆二楼茶室，60岁的黄中华陷入沉思——

这位在艺术圈摸爬滚打了近二十年
的艺术家，刚从西班牙结束了为期近1个
月的“文化苦旅”，并为其蓬勃发展的民营
美术馆行业所震撼。

不只被誉为“艺术的国度”的西班牙，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伦敦泰特美术
馆……几乎所有的国际大都市都拥有知
名的美术馆。

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美术馆蹒跚起
步，历经几轮热潮，如今声量却越来越
小。这不禁让人疑惑：民营美术馆究竟怎
么了？

“开开关关”的民营美术馆

黄中华本次前往西班牙取经，直接动
因是云岭艺术中心的关张。

云岭艺术中心位于江北铁山坪，占
地面积1200平方米，于2019年开业，集
展览、公众教育、学术研究为一体。以架
上绘画为主，用独立的学术判断，发现与
推崇富有个性特质的艺术家，打造开放
式的课堂，并提供城市中不可缺少的公

共空间。
但创办不到6年，云岭艺术中心就如

国内众多民营美术馆一样，在巨大的生存
压力下，被迫关门。

而这已是黄中华操盘的第二个美术
馆项目。1991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毕业后，黄中
华南下到珠海打拼，从事设计行业，完成
了个人资本积累。

2006年，他到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攻读了艺术硕士。2014年，黄中华又到
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在学校外的书店
里，一本叫《商人与收藏》的书引起了他
的注意。这本书讲述了19世纪纽约商人
创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故事。“当时，
这本书让我热血沸腾，它让我坚信，办美
术馆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途径。”黄中
华说。

2015年，他在两江新区创办了星汇
当代美术馆，致力展示与链接中国当代艺
术和全球化艺术实践，以专业独特的文化
视野和策展理念为先锋艺术发声。

目前，该美术馆年均推出展览8场，
吸引观众超5万人次。行业外的人或许
认为，这很一般，但坚持10年，仍常态化
推出展览，在重庆的民营美术馆中，已是
佼佼者。

“如果没有足够的情怀、庞大的资金
支持，民营美术馆想要活下去，真的很

难。”南岸区某大型民营美术馆的运营负
责人表示，他曾绞尽脑汁地想把美术馆打
造成“每个人的美术馆”，并推出国际儿童
艺术节、青年艺术计划等项目，并通过收
门票、开发文创等，试图拯救美术馆。可
事与愿违，该美术馆目前已处于停业状
态。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重庆，处于营
业状态且不断“上新”展览的民营美术馆
不到5家。

除了烧钱还剩下什么

民营美术馆究竟怎么了？
在黄中华看来，重庆民营美术馆的诞

生、发展以及所遇到的困境，与我国民营
美术馆的发展史基本同频。

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发展大致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
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界的推动和发展，当
代艺术在社会中聚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
人，一些有资金、有想法的企业家或商人，
开始创办民营美术馆。如，位于渝北的华
人当代美术馆，兴建于1994年，投运于
1995年，对重庆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重
要作用。

第二阶段：2000年前后，作为商业运
作的策略和手段，不少房地产商开始创办

美术馆，以打造文化概念，提高房价、楼盘
品质等。

第三阶段：2010年—2016年，在火爆
的艺术市场推动下，民营美术馆建设迎来
第三波热潮，经营者以金融业者、收藏家
为主。

那么，曾经火爆的民营美术馆，为何
如今势衰了呢？

“钱，还是钱！”黄中华称，民营美术馆
几乎是纯烧钱项目。以一个中型美术馆
为例，一年的人员工资在100万元左右，
一场展览的花费在几十上百万元不等，如
果一年更新10场展览，总共需要投入上
千万元。

而与之相对的是收入几乎为零。开
发文创，根本不赚钱；卖门票，消费者还未
形成“购票看展”的消费习惯。“如今收藏
家的资金紧缩，民营美术馆也进入了发展
调整期。”黄中华说。

找到民营美术馆生存之道

民营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的重要空
间，对活跃艺术市场、增强艺术丰富性、提
升社会美育水平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2012年，原文化部（现为文化和
旅游部）就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
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提出“鼓
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其中明确提到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兴
建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

面对困境，重庆民营美术馆如何找到
生存之道呢？

西班牙之旅，给了黄中华不少启示：
首先，设立馆董制，即在民营美术馆引入
股东制，变一个人的“独角戏”为众人的

“大合唱”，同时设立艺术基金，为美术馆
“输血”。

其次，创新政策制度。上海就出台
了《上海市美术馆管理办法》，鼓励企业、
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设立美
术馆，并围绕美术馆的运行管理、收藏研
究、展览陈列、社会服务、监督管理等方
面做出具体指引和规定。截至2024年
底，上海市美术馆名录共收录99家美术
馆，民营美术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海也因此成为国内民营美术馆发展的
高地。

最后，回归艺术本身。以内容为抓
手，办好每一场展览，真正把国际上重要
艺术家的作品引进来，也把国内艺术家的
作品推出去，并吸引观众入场。同时，在
保证展厅独立的前提下，探索性地把美术
馆打造成一个复合的经营空间，如开设咖
啡厅、设立小剧场、放映电影等。

处于营业状态且不断“上新”展览的不到5家

重庆民营美术馆如何走出困局

两江新区星汇当代美术馆，市民正在观看展览（摄于4月15日）。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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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重庆市教委公布普通
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特色优势专业群
立项（培育）名单和产教融合虚实一
体化实践教学平台立项名单，四川
外国语大学“多语种跨境电商专业
群”与“多语种全球制造业语言服务
人才产教融合虚实一体化实践教学
平台”名列其中。这不仅是对学校
多年来积极探索产教融合路径、推
动专业精准匹配产业发展需求的高
度认可，更标志着其在服务国家战
略与地方产业升级的征程中迈出了
坚实而关键的一步。

作为新中国最早设立的四所外
语专业高等院校之一，学校历经岁
月淬炼，已构建起本、硕、博及博士
后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学校国家
级和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超过
83%，在最新学科评估中，外国语言

文学和翻译专业双双跻身第一方
阵，深厚的学科积淀与强劲的教学
科研实力，为学校开展产教融合实
践、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
才奠定坚实基础。

创新专业群建设
构建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新格局

随着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推进，
重庆全力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对复合
型人才需求激增。四川外国语大学
以“一体两翼、专业协同、产教融合、
普职融通”为核心理念，构建了服务
企业出海的“1232”跨境电子商务专
业群体系，精准对接区域人才需求，
为重庆企业出海提供更强人才支撑。

据了解，“1”即学校聚焦跨境电
商人才培养核心方向；“2”即学校以

“跨境电商+多语种”“跨境电商+财
税合规”为两翼，打破专业与校际壁
垒；“3”指学校遵循产业、赋能、专业
三大组群逻辑，明确建设方向；另一
个“2”指着力培养多语种跨境电商
与财税合规两类关键人才。

具体推进中，学校做好组织运
行，完善“一体两翼”专业群协同发
展机制，“跨境电商+”交叉人才融合
培养制度，“跨境电商+”交叉融合人
才培养的协调交流机制，并通过“政
—园—企—校”跨界协作，打造“多
语种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形成“教
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业链”一体
化产教融合基地。

在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实践领
域，学校成效丰硕、亮点频出。

多个新文科建设项目成果突
出，获批教育部电子商务专业虚拟

教研室基地。专业群学生在全国大
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跨境电商实战赛”等赛事中
屡获佳绩，“eBay E 青春”人才培养
项目持续开展，并在重庆市高校跨
境电商创新创业大赛中夺冠。学生
在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等主流
平台运营真实项目。“跨境电商+多
语种”“跨境电商+财税合规”复合型
人才备受青睐，商科类专业毕业生
跨境电商就业比例近60%，语言类
毕业生进入涉外贸易企业比例逐年
上升，为重庆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筑
牢人才根基。

打造虚实一体化平台
培育全球制造业语言服务尖兵

围绕新文科建设，四川外国语

大学秉持“虚实合一”理念，联合多
方提出“1345”人才培养模式，打造
多语种全球服务人才产教融合虚实
一体化实践教学平台。

“1”即建设一体化实践教学平
台；“3”指建立“政府—企业—高校”
联动机制；“4”是对接新能源汽车、智
能手机、现代医药和中医药四大行业
集群；“5”为面向东南亚、非洲、拉丁
美洲、俄罗斯和美西方五大区域，培
养高水平外语复合型人才，解决企
业国际化运营中的语言服务难题。

平台依托1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涵盖12个重要外语语
种，匹配重庆企业“走出去”的语言
需求。400余名专兼职师资中，不乏
长安集团、传音国际、慧发科技、上
海律通等企业行业专家深度参与教
学。通过开设虚拟实验课程、设置

虚拟教研室等举措，平台保障“虚实
结合”教学与科研转化，部分课程已
建成国家或省级一流课程。此外，
平台覆盖15个专业，并与5家企业
共建实验班，每年选拔120余名学
生，开展865人时/年的实践实训，课
程融合通用知识、专业技能与语言
教学，涵盖生产、销售等虚拟场景与
实地实训内容，助力学生成长为适
应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高素质语言服
务人才。

从专业群到实践平台建设，四
川外国语大学以产教融合为纽带、
技术创新为驱动，持续深化教育教
学综合改革，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
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产教融合书
写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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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学

多语种教学培育国际服务人才 产教融合助力重庆制造业“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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