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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马戏在西安落户

开花结果日，正是起舞高歌时
———北京市郊区县—北京市郊区县““水果文化节水果文化节””观察观察

本报驻北京记者 王晓风 李 雪

“二居”绘画作品亮相宁夏

湖南以大比武提升文化执法水平

邯郸永年启动基层人才培养

乌兰恰特上演话剧《国家的孩子》

“妈妈，广西民族服饰好漂亮，是原生

态的吗？”3 月 28 日，来自吉林省松原市的

游客张小姐带着 9 岁的女儿果果，兴致勃

勃地参观了在吉林省博物院展出的“瓯骆

风，八桂情——广西民族历史文化展”。

近年来，随着吉林省博物院推出和引

进展览的增多，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明显

增强。据吉林省博物院公众服务部张淑娟

介绍，2012 年吉林省博物院的观众数量已

达 73万人，且覆盖范围不断延伸。

逛博物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家住长春市绿园区的赵凤华老人已经

61 岁了。最近几年，他经常到吉林省博物

院看展览。2013 年新年伊始，老人再次来

到这里看展览。他说：“吉林省博物院办的

展览真不错，经常联系外地办展，把灿烂的

五千年中华文明都表现出来了。如今，到

这里看展览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今 年 ，吉 林 省 博 物 院 的 展 览 更 加 丰

富。据张淑娟介绍，2013 年吉林省博物院

加大了交流力度，“罗马帝国展”“两岸四地

张大千画展”“西夏文物展”等引进展览相

继推出。此外，像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汉

字展”、青岛市博物馆的“山东木版年画

展”、郑州博物馆的“汉代画像砖展”等正

在洽谈中。

将展览送到家门口

2012年起，吉林省博物院推出了“走出

去”系列活动。这是吉林省博物院进一步

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举措之一。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来说，到博物

馆去看展览，似乎是一种奢望，往返一趟多

少有些不便。2012 年 6 月至 12 月 31 日，吉

林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带着根据院藏宋代

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行书卷、

金代张瑀的《文姬归汉图》、宋代汝窑青釉

水仙盆、宋代松风清节琴、辽代契丹文八角

铜镜等 10 件顶级国宝制成的展板，走进长

春市南湖社区、北安社区、锦江社区等 24

家社区，举办了 73 场图片展，受益社区居

民达 87340人次。

与此同时，吉林省博物院还走进乡村

举办图片展，向村民介绍文物保护知识等。

此外，吉林省博物院还通过网站为公众提供

参观预约服务，为社会提供藏品保护、研究

等咨询服务，开发手机导览功能，让公众享

受新型智能博物馆带来的服务……这些细

节，让公共文化服务变得更加人性化，大大

激发了百姓的参与热情。

改变细节，让服务更温情

如何结合展览，发挥教育功能，让青年

人走进来，是博物馆免费开放后一个需要

解决的问题。

吉林省文化厅厅长林君表示，全省文化

工作将继续着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丰富

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积极满足基层群众个性化、多元化的精神需

求。以此为基础，吉林省博物院积极拓展项

目活动、改变细节，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打

造百姓博物馆。

据张淑娟介绍，吉林省博物院结合本

院珍藏的雷锋生平照片、文献及“名人名

枪”展览，开展了系列化、菜单化的主题活

动。比如，在观展的同时，由吉林装甲兵技

术学院的 30 名学员，为长春市树勋小学

200名学生进行枪械知识的讲解，以此进行

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以此为基础，吉林省博物院结合长春

市各大中小学课程安排，开展了“雷锋精

神百校行”图片巡回展，利用学生们的课

余时间开展“感悟雷锋精神、建设核心价

值”有奖征文活动，活动参加人数达 2000

余人，得到有效征文 1500多份；在 100 所中

小学中选拔、培养校园讲解员志愿者 100

名 ，开 展“ 小 小 讲 解 员 ”培 训 计 划 ，共 有

235 名中小学生成为吉林省博物院的“小

小讲解员”。

吉林省博物院：零门槛不是终点
丁丽娜 本报驻吉林记者 李鸿劼

3月22日，北京市通州区第八届中国草莓文化节现

场，国际草莓专家夏洛克·哈尼扎德不仅尝到了中国农

民种出的香甜草莓，独具特色的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同样让他惊叹：没想到，小小草莓竟为通

州搭建了展示非遗魅力和群众文化活力的大舞台。

通州区文委主任杜德久说：“我们是打着水果节

的牌子卖文化，既让老百姓依靠科技致富，又依靠文

化展示幸福通州的美好形象。”

无独有偶，大兴区在连续举办 16 届西瓜文化节

后，于 2004 年建起了中国西瓜博物馆；今年 4 月将亮

相房山区的梨花文化节，则将群众舞蹈大赛纳入麾下；

在平谷区，一年一度的“桃花大舞台”活动，从4月至9月

每周五晚上演，来自274个村的100余支镇、村、社区的

文艺团队将第7次搭上国际桃花音乐节的顺风车……

异彩纷呈的基层文化活动纷纷傍上节庆活动，借助其

强大人气开辟了一块繁荣群众文化的阵地。

以文化活动树立区域形象

在草莓文化节开幕当天的非遗展示区，民间剪纸

高手李淑华的展位前围满了观众，原来是有人提出让

她现场剪一对草莓留念。李淑华瞅了一眼对面展位

宣传板上的草莓便动起手来。仅用 2分 30秒，一对红

彤彤的草莓便呈现在众人面前，围观者被彻底折服。

李淑华是通州区张家湾镇大辛庄村的一名普通

妇女，通过钻研祖辈传下来的技艺，成了民间剪纸高

手。团花、喜花、福寿、花鸟鱼虫、十二生肖等形象在

她的剪刀下熠熠生辉。她的这项技艺被列入通州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杜德久介绍，这次草莓文化节，通州区不仅

组织了 13 项具有代表性的区、市和国家级非遗项

目展示，还从去年起就组织摄影爱好者拍摄有关通

州风土人情的摄影作品。本届活动现场，96幅涉及

春节花会表演、文化大院、舞龙舞狮等文化生活场景

的照片就挂在走廊里，成为草莓文化节的一大看点。

他说：“我们在围绕草莓做文章的同时融入当地的文

化元素，目的就是展示通州的发展前景，制造来通州

投资发展的机会。”

培养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通州草莓节举办之时，远在北京西南的房山区

琉璃河镇水泥厂社区评剧团正在为 4 月中旬举办的

梨花文化节专场演出紧张排练着。

琉璃河镇被誉为“京南梨乡”，有华北地区最大

的百年梨园，形成了独特的梨文化，梨花文化节也由

此而生。过去 5 届梨花文化节吸引游客近 60 万人，

已成为京郊知名文化品牌。每年 4月，外地游客在这

里赏梨花、吃农家菜的同时还能听评剧、欣赏当地村

民的演出。

琉璃河镇党委书记陈立新说，梨花文化节设计

之初就不以办节为唯一目的，而是通过节庆活动聚

人气，推动镇域休闲、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农民转变

为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能致富的新型农民。他

坦言：文化节持续一周，雪白的梨花对游客来说新

鲜，可当地人与梨树打了一辈子交道，想调动百姓的

参与度，用房前屋后的梨花就没有吸引力了。而举

办文艺演出和比赛，既丰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也增

强了走出去的自信，这是群众文化活动在历年文化

节中分量越来越重的原因之一。

此次梨花文化节以“北京之源·梨花飞歌”为主

题，将举办第二届群众文艺大汇演、“梨花情·声之

韵”戏曲专场演出、“梨花恋·蝶之舞”首届群众舞蹈

大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琉璃河镇文体中心主任董

红艳介绍，目前，报名参加首届群众舞蹈大赛的队伍

近 20 支，参与人数在 500 人以上，节目以自创为主，

将是一次展现琉璃河农民新风貌的舞台。

不断创新，恰如其分地融入

“做品牌就是做特色、做差异。近几年节庆活动

的兴起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打造文化品牌、实现产品

输出方面的意识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管理学会品牌

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郭占斌指出，“另一方面，政府主

导下的节庆活动宣传力度大、政策资金相对充足，想

要制造人气，每年出新意也是个巨大的挑战；加之，

很多节庆活动刚刚起步，难免为追求轰动效应盲目

上马，在效仿中失去自身定位。如何借力文化活动

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品牌，凝聚从区县走向全市甚

至全国的实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同样在探寻文化事业如何融入节庆活动方式的

还有政府决策部门。“梨花节举办了 5届，我们力争每

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定的变化。从过去请演出团

体为主，到现在我们自己的演出团体为主，从过去演

出大众性节目，到现在演出自编自演的节目，从过去

演出节目形式上的创新，到现在演出内容上主要反

映琉璃河的变迁，始终把握‘恰如其分地融入，不失

时机地创新’的原则。”陈立新表示。

3 月 27 日上午，一堂生

动的舞蹈课在河南郑州大

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歌剧院

举行，100 余名师生身着练

功服在文化志愿者李小社

的带领下感受着现代舞的

动律特点和内在张力。这

堂舞蹈课不仅标志着郑州

市群艺馆“情韵郑州”品牌

活动的进一步深入，也是郑

州市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

一个缩影。

为什么要打造“情韵郑

州”品牌？郑州市群众艺术

馆馆长李桂玲介绍，郑州市

的群众文化活动基础深厚，

已经具备形成群文活动大

品牌的生态环境。郑州市

群艺馆多次免费组织针对

农民工及其子女学说普通

话 以 及 舞 蹈 、绘 画 等 培 训

班 ，每 个 班 上 都 有 40 多 位

家 长 和 孩 子 接 受 正 规 培

训 。 今 年 以 来 ，“ 情 韵 郑

州 ”品 牌 已 成 功 举 办 农 民

工 子 女 专 场 培 训 、老 年 艺

术大学的春季书法班等 10

多场特色活动。郑州市群

艺馆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

的做法，曾被作为典型在河

南省推广。

近年来，郑州市群艺馆

相继成立了成人文化活动

基地、未成年人文化活动基

地、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活动

基地以及社会艺术考级中

心、郑州市老年艺术大 学 、

郑 州 市 群 星 艺 术 团 、郑 州

市群众文化专家委员会等

机 构 ，为 不 同 群 体 提 供 了

一 个 个“ 文 化 活 动 之 家 ”。

“ 情 暖 新 春 ”专 场 文 艺 演

出、“绿色周末”、中原动漫嘉年华、少儿文化艺术节等传统群

众文化活动，以及首届群众（社区）艺术节、“祖国颂，香江情”

大型歌咏大会、走进社区——郑汴两城书画作品展、华夏优秀

传 统 民 间 文 化 展 演 等 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 让 百 姓 目 不 暇 接 。 仅

2012 年 ，郑 州 市 就 举 办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2.26 万 场 次 ，平 均 每 天

几 十 场 次 。 连 续 举 办 了 11 届 歌 手 大 赛 、器 乐 大 赛 ，13 届 郑 州

市迎新春民间文艺大赛，以及“叱咤中原”戏曲演员排行榜等

活动。

根据郑州市文广新局关于“群众文化活动要紧紧围绕郑州

市党委、政府工作，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主线，创造出具有

时代特点的活动项目，要周周 有 活 动 、月 月 有 亮 点 、季 季 有 主

题，在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连心桥’”的要求，郑州

市群艺馆积极创新群文工作思路。今年以来，郑州市群艺馆

整合“群星讲堂”“公益舞台”“公益展厅”“公益讲堂”四大招牌

活动，独创性地提出了“情韵郑州”群文活动新品牌，并将以活

动季的形式呈现。

据介绍，“情韵郑州”品牌包括春季篇、夏季篇、秋季篇、冬季

篇。其中，春季篇以新型城镇建设中的群众文化建设为主题，紧

紧抓住新型城镇建设中的道路建设、生态廊道、中心城区功能

提升、产业集聚区建设等 6 个方面展开；夏季篇以与产业工人

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产业

结构调整、现代产业体系、项目建设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面展开；秋季篇以 网 格 化 管 理 为 主 题 ，围 绕 体 现 政 府 各 项 职

责全覆盖、无缝隙落实，切实提高城乡管理科学化、制度化水

平 等 方 面 展开；冬季篇以盘点一年来郑州市区建设成就为主

题，围绕“三大主体工作”的成效以及凸显“务实郑州”的形象

等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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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由中国文联、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中国民协、河南省文联和开封市委、市政府共同承办的

2013 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开幕式暨“宋韵之春”首场

演出拉开序幕。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实习记者 张玉峰 摄

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实习记者赵瑞）3月 29日，河北

省邯郸市永年县启动基层文化人才培训“春蕾”工程，计划用两年

时间，举办 100 期培训班，免费对全县 20 个乡镇宣传委员、文化站

干部和 448个村文艺带头人及县直单位文艺骨干等 1000余名基层

文化人才进行轮训。

据悉，“春蕾”工程首期培训基层文艺骨干 200 余人，涉及 200

多个村，培训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二胡、大合唱组织与指挥、健身

舞、秧歌舞等 13 个小项，采取“请进来、走下去”相结合的方式，实

现点对点的现场指导、面对面的专题培训、一对一的帮扶，力争造

就一支熟悉业务、乐于奉献、工作扎实的农村基层文化生力军。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黎鑫 通讯员周东平）4月 1日，湖南省

文化市场监管与执法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确定，2013 年，

湖南省除在全省各市州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开展“大练兵、

大比武”活动外，还将开展“七比七看”活动，进一步提升全省文化

市场执法的整体水平。

湖南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七比七看”活动包括：在综合

素质上比，看谁最优秀；在政策法规的运用上比，看谁最融会贯

通；在文书制作上比，看谁最精益求精；在案卷归档上比，看谁最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文化产品识别上比，看谁最一专多能；在执

法程序上比，看谁最是人民群众满意的公仆；在网络执法及办公

系统应用上比，看谁最能驾驭新技术。

目前，湖南有文化市场执法人员 1851 人，其中大部分是走入

新岗位、从事新业务的人员，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七

比七看”对于提升他们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3 月 29 日，创作、编排历时 12 个

月，投资 1.5 亿元，以《在西安》命名的国际马戏演出在陕西西安兴

庆宫大剧院启幕，并将在此驻场演出，这标志着环球城国际大马

戏正式落户西安。

据悉，参加此次演出的 100 多位演员是来自美国、俄罗斯、乌

克兰、法国、朝鲜、哈萨克斯坦等 13 个国家的世界金奖得主。另

外，还有来自泰国的大象、哈萨克斯坦的纯种骏马等马戏界的动

物明星。《在西安》的创作编排在汲取现代国际马戏时尚元素的基

础上，采用具有西安历史背景的故事情节，演员服装加入了宫廷

服饰元素，舞美布景也加入了古代宫廷建筑符号，使其成为一台

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演出。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得尔图）3 月 29 日，大型原创话

剧《国家的孩子》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恰特剧院上演，该剧目展示

了上海戏剧学院为内蒙古委培艺术人才的成果。该剧由孙祖平

根据萨仁托亚纪实文学《国家的孩子》改编、龙俊杰执导、上海戏

剧学院表演系 2008届内蒙古委培生演出。

该剧讲述了上世纪 60年代，我国遭遇连续 3年的自然灾害，饥

饿威胁着大部分城市、农村，南方地区福利院的弃婴激增，人满为

患，孩子们嗷嗷待哺，各级领导焦急万分。周恩来总理、乌兰夫主

席和康克清大姐策划、组织了一场幼小生命的营救行动，诗意地

再现了以温都苏和噶鲁为代表的“国家的孩子”在苦难中茁壮成

长、获得幸福的故事。

在全国高等专业学校委托培养紧缺文艺人才，是内蒙古加强文

艺人才队伍建设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自2008年以来，内蒙古分

别在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高等院校委托

培养学生近百名，已有30多名委培生圆满完成学业并回到家乡。《国

家的孩子》是上海戏剧学院为表演系 2008 届内蒙古委培生的毕业

汇报演出剧目。该剧曾荣登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专业组“优秀

剧目奖”榜首，荣获上海市委宣传部重大项目优秀作品成果奖。

本报讯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物局主办，宁

夏博物馆、广东省东莞博物馆承办的“花鸟草虫岭南韵——居巢

居廉绘画展”日前在宁夏博物馆开展。

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边陲，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在这里孕育

了两位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画家——居巢（1811—1865）和居廉

（1828—1904），画史将其并称为“二居”。他们以撞粉、撞水法绘花

鸟画，既师承传统，又融合本土特色，自成“居派”，在广东绘画史上

享誉盛名。他们以岭南盛产的果菜佳肴、花卉鱼虫以及岭南独特的

乡土民情等为题材，创作了大量浸润着岭南田园气息的作品。

本次展览精选了东莞博物馆所藏“二居”作品 88 件，表现

了岭南大地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生命活力。展览将持续到 5

月 25日。 （解 明）

本报讯 （驻湖北记者徐超 王永娟 通讯员张云鹤）近日，

由英国音乐剧知名导演大卫·弗里曼率领的创作团队抵达湖北武

汉人民艺术剧院，计划与该院联合打造大型原创童话音乐剧《尼

尔斯骑鹅历险记》。

该剧根据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创作的世界文学名著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改编。全剧讲述了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小男

孩尼尔斯，因为捉弄了精灵被变成了拇指大的小人儿，他骑着一

只鹅飞上高空，展开了奇幻旅程的故事。

据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总经理田清泉介绍，音乐剧《尼尔斯骑

鹅历险记》是武汉市文艺院团投排原创音乐剧的首次“试水”。之

所以邀请英国著名戏剧创作团队加盟，是因为英国是音乐剧的发

源地之一，可以学习他们先进的工作理念和管理方式。来自英国

的创作团队中，除了名导大卫·弗里曼外，还有作曲家约翰·卡梅

隆、舞美设计师丹·波特以及编剧邹爽。

据悉，该剧将融入木偶、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预计将于 11月

与观众见面，并将在武汉中南剧场驻场演出。

武汉人艺筹拍《尼尔斯骑鹅历险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