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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三级联合购买文化惠民演出

一张低价票，承载大梦想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文/图

图 片 故 事

2020 年 1 月至 3 月，山东剧场院

线 2020 年 度 首 轮 演 出 季 将 全 面 启

幕。届时，来自国内外的 30 部高水平

舞台艺术作品，将在山东的 19 家剧场

进行巡演。这也标志着山东省市县

三级联合购买文化惠民演出工作（以

下简称“三级联合购买”）正式落地运

行。作为山东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

益、解决“黑灯剧场”问题的举措，“三

级联合购买”具体将如何运行？在体

制机制层面有哪些突破？有哪些预

期成效？记者就此采访了该项工作

的相关负责人。

集中采购压缩成本

目前，山东相关部门正对“三级

联合购买”进行广泛的宣传预热。诸

多媒体的报道均强调了这样的主题：

“三级联合购买”将让群众不用跑太

远的路就能看到更高层次、更加丰富

的剧场演出，打通演艺需求和供给的

“最后一公里”。

所谓“三级联合购买”，即综合运

用“政府推动+市场引导”手段，由山

东 演 艺 集 团 牵 头 ，整 合 全 省 剧 场 资

源，多渠道寻源组建储备剧目库，采

取批量集中采购的方式，大幅度压缩

高水平演出引进成本。纳入该项工

作的演出，单场最高票价每张不超过

30元，平均票价每张不超过 20元。

山东省委宣传部正厅级干部王

少杰说，“三级联合购买”是推动文化

领 域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必 然 要

求。他说，从山东文化惠民演出工作

实际来看，目前供给侧还存在供需不

匹配、演出内容单一、剧场效益不高

等问题，在节目质量、演出设施、宣传

组织、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

的提升空间。

王少杰指出，“三级联合购买”目

的是以盘活剧场资源、丰富剧目供给

为切入点，将国内外一大批满足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好剧、名

剧纳入储备剧目库，推动构建全省剧

场连锁化经营、常态化演出、多元化

发展的新格局。

根据“三级联合购买”试点工作

省级工作专班的计划，山东共挑选 19

家剧场列入首批试点，对它们的奖补

资金分为两档。每年承担 50 场演出

任务的试点剧场，剧目采购补助资金

为每年 300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

60万元，市级承担 60万元，县（市、区）

级承担 180 万元；每年承担 25 场演出

任务的试点剧场，剧目采购补助资金

为每年 150 万元，其中省级财政补助

30万元，市级承担 30万元，县（市、区）

级承担 90万元。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剧 场 的 社 会 效 益 、经 济 效 益 不

高，是山东开展“三级联合购买”的重

要原因。

山东演艺集团今年的一份调研

报告显示，从市级剧场来看，目前山

东已建成使用的 14 家地市级大型综

合剧场，大多采取“托管经营”模式；

从县级剧场来看，获得财政补贴少，

设施条件差，体制机制不活，缺乏高

水平剧目，市场化水平不高，剧场利

用率、上座率普遍偏低，甚至很多是

“黑灯剧场”。

山东演艺集团办公室主任林凡

军介绍，通过近年来的调研走访，他

们发现在山东很多基层地区，最受群

众欢迎的演出是亲子剧、明星音乐会

和国外高水平演出，鉴于此，在“三级

联合购买”首批试点剧场的演出中，

上述 3类节目的比重将提高。

林 凡 军 说 ，优 质 内 容 永 远 是 刚

需，山东演艺集团将与演出方讨价还

价，真正把采购价格降下来，同时还

要和各地剧场一起，仔细分析不同地

区群众的个性化需求，认真筛选、论

证，确保购买的都是艺术水准高、当

地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市 场 反 响 好 的 剧

目，真正为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

大餐。

王少杰说，因为不同地域、不同

年龄、不同职业群体对剧目有不同喜

好，目前“三级联合购买”储备的剧目

库中，涵盖亲子剧、音乐剧、话剧等 12

类题材。“我们做好文化惠民演出工

作，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内容，把握好

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

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优秀

作品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

目 前 ，山 东 正 对“ 齐 鲁 艺 票 通 ”

（山东打造的惠民演出线上平台）进

行完善，目的是以内容优质、价格低

廉、服务便捷的优势提高公众的关注

度，提升用户黏性，让民众像网上购

物一样便捷选择喜欢的剧目。

注重发挥“鲶鱼效应”

在部分专家看来，“三级联合购

买”表面上解决的是“看好戏难”的问

题，实际上的作用不止于此。

比如，目前首批试点剧场正根据

山东演艺集团的建议，抓紧整改，配

备票务、舞台、地接、场务、物业、安保

等岗位工作人员，做好承接演出的各

项准备。“三级联合购买”试点工作省

级工作专班方面也加大了对试点剧

场的培训力度，包括剧目采购、宣传

推广、市场营销、剧场管理、信息反馈

与评估等，旨在帮助试点剧场优化内

部机构设置，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剧场

管理队伍。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

研究员赵迎芳认为，“三级联合购买”

有助于提升山东多地剧场的整体服务

水平，一改往日“天黑灭灯”的情况，为

民众提供更多的文化休闲场所。

此外，“三级联合购买”试点工作

省级工作专班将择优推荐省内优秀

剧目纳入剧目库，这为文艺院团创演

剧目提供了新平台、新出口，推动树

立以群众满意、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

作理念。

同时，山东还计划利用“三级联

合购买”的契机，发挥全省剧场院线

资源整合优势，帮助各地剧场开拓艺

术教育培训、文旅体验等新兴业务，

打造集演出基地、文创孵化、体验空

间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泛剧院”式演

艺娱乐综合体，激活发展活力。

“我在磐安有个家，家里只有老

底 子 的 慢 时 光 ，这 里 没 有 手 机 、没

有微信，没有拥堵的烦恼，只有透着

清香的空气，只有田埂里绿油油的庄

稼……”一曲由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

文化馆表演的《我家乡的民宿》，让许

多观众找到回家的感觉，乡情、乡愁

萦绕心头。

这首歌曲的曲作者蔡旭始是磐

安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他介绍，磐

安 是 浙 江 省 首 批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县 ，

“共享农屋·磐安山居”是以磐安良好

的生态环境为依托，激活农村闲置住

宅，为城市居民中长期来磐安创业、

休闲、度假或养老提供共享平台，实

现 城 乡 功 能 互 换 、生 态 空 间 共 享 。

“《我家乡的民宿》唱出了乡村休闲旅

游新模式，‘两山’理念新载体，乡村

振兴新举措。”蔡旭始说。

11 月 15 日晚，由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浙江省文化馆、浙江省台

州市路桥区政府承办，路桥区委宣传

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执行承

办的 2019 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优秀

群众文艺作品展演在路桥区文体中

心举行。展演由《序》《乡情乡音》《村

里村外》《多姿多彩》《尾声》五部分组

成。参加展演的 21 个节目是从近几

年全省农村文化礼堂群众文艺作品

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节目，500 多名农

民文艺家自编、自导、自演，把乡土文

化搬上了文艺大舞台。

浙江省文化馆社会艺术指导中

心主任周卫平介绍，浙江省农村文化

礼堂自 2013 年试点建设至今，全省已

建成农村文化礼堂 1.28 万余家，预计

到 2022 年，全省 500 人以上的行政村

将实现文化礼堂全覆盖。从单一文

化活动场所逐步完善成为农民的精

神家园，农村文化礼堂大大丰富了农

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浙江乡

村文化的新地标。

路桥区蓬街镇新阳居文化礼堂

在此次展演中表演的《筑塘·逐梦》，

展现了路桥人民众志成城，用智慧和

生命筑牢一道道海塘，用心血和汗水

谱 写 了 一 曲 曲 沧 海 变 桑 田 的 凯 歌 。

蓬街镇文化站站长林黎军表示，500

多年前，东海之滨的路桥蓬街曾是汪

洋一片，每年七八月间台风频发，沿

海人民深受其害。为了保卫家园，自

明弘治元年（1488 年）起，当地居民趁

小水潮（每月农历初八、廿三为小水

潮）筑土塘捍卫。筑塘不仅带来了万

亩良田，拓展了路桥发展空间，筑塘

文化也成为路桥特色文化，悠久的海

涂围垦历史所孕育的“筑塘人”精神

也影响了一代代路桥人。

本次展演中，嘉兴海宁市丁桥镇

“潮之灵”艺术团的表演唱《钱塘铁臂

护家园》，由 16 名男歌手演唱，粗犷的

歌声颇有气势。海宁市文化馆业务

干部章云燕说：“《钱塘铁臂护家园》

是根据打桩号子创作而成的歌曲，是

一 种 伴 随 体 力 劳 动 产 生 的 民 间 音

乐。海宁市丁桥打桩号子已列入海

宁市非遗名录。”丁桥地处钱塘江涌

潮冲击力最强的地段，沿岸人民为了

抵御凶猛海潮的威胁，历年都要修筑

海塘。在大规模、高强度修筑海塘的

过程中，为减轻劳动压力，塘工们根

据劳动节奏，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海塘

号子，“打桩号子”就是其中之一。作

为表演者，从事水产养殖业的陆徐栋

说：“这首歌很有动感，也特别打动

我，而且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舞台演

出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富有舟山海洋特色的《渔市恰恰

恰》，优美的旋律、生动的舞姿、丰富

的表情语言再现了舟山渔市的热闹

景象。表演者是来自夕阳红艺术团

的草根文艺爱好者。该团副团长陈

育妹说：“我们团成立于 1996 年，现有

队员 60 多名。成立以来，队员积极参

与文化走亲、送戏下乡、争当文化志

愿者等活动。”

记者发现，这些节目从多个侧面

展现了浙江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时代

特色，展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近 7 年

来由点到面、从盆景到风景的发展态

势和全新风貌。此外，本次展演节目

紧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主题，从本土人文特色和民俗文

化中汲取创作灵感和艺术养分，蕴含

“原乡”元素，如杭州市萧山区的传统

美食“十碗头”、舟山市嵊泗县的渔乡

韵味、台州市路桥区的筑塘文化……

“生动的艺术化呈现，带来视觉和心

灵的双重享受。”爱好文艺的台州市

民洪涛说。

永康鼓词《文化礼堂跳一跳》的

编创者谭文超 2016 年从浙江师范大

学舞蹈专业毕业后，成了金华市文化

馆的舞蹈干部。他说：“工作 3 年来，

我 编 创 作 品 参 赛 、参 与 晚 会 节 目 编

排、进行基层文化辅导等，在和群众

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更加意识到，

群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作品才能

更接地气，更受群众喜爱。”

此次展演总导演郭江锋表示，舞

台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成果的精彩

亮相，离不开全省各级文化馆对农村

文化礼堂的持续关注与用心。2018

年以来，将乡村文艺“三团三社”（合

唱团、民乐团、艺术团、文学社、摄影

社、书画社）的建设、团队辅导与农村

文化礼堂结合起来，重点提升基层文

艺人才素质，在全省 6000 余支群众文

艺团队的基础上，培养了一批乡村优

秀文艺带头人。

一场展演一场展演，，全省风情全省风情————

农村文化礼堂人气旺
本报驻浙江记者 骆 蔓 文/图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全民阅

读、表彰优秀阅读推广人，由天府

书展组委会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共同发起、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协办的“2019 年度全国阅

读推广特别贡献人物”推展活动近

日在四川成都揭晓。朱永新、聂震

宁、徐炯、尹昌龙、张抗抗、李潘、曹

文 轩 、杨 红 樱 、王 志 庚 、王 凯 获 评

2019 年度全国阅读推广特别贡献

人物。

据介绍，这次活动由行业代表

和社会文化机构以及媒体共同参

与，获奖的 10 位阅 读 推 广 人 长 期

以 来 致 力 于 全 民 阅 读 推 广 ，均 为

在 全 国 具 有 代 表 性 、在 各 自 岗 位

与 阅 读 推 广 领 域 做 出 了 突 出 贡

献 、在 业 界 和 读 者 心 目 中 有 着 广

泛影响，并得到充分认可、有众多

粉丝群体的人物。该项活动旨在

通 过 榜样的力量吸引更多人关注

阅读、享受阅读。 （白 炜）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谭志红）

11 月 24 日至 27 日，由广东省委宣

传部指导，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东省文联共同主办的 2019 广东

粤曲私伙局大赛决赛在东莞市举

办。经过激烈角逐，共有 11 个节目

获得金奖，15 个节目获得银奖，25

个节目获得铜奖。

广东粤曲私伙局大赛 2012 年

开始创办，是专门为广大粤曲爱好

者开展的大型文化惠民活动，是广

东推动地方戏曲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弘扬优秀传统岭南文化的品

牌活动。第五届大赛自今年 10 月

启动以来，在广东省范围内逐级组

织初赛、复赛和决赛，经专家评审，

共有 51件作品入围决赛。决赛作品

形式多样，有弹唱、演唱、对唱等，演

唱方式除了大喉、平喉、子喉外，还出

现了子平喉独唱。大赛鼓励讲述红

色革命故事、具有地域特色的原创曲

目参赛，涌现出不少原创曲目。

此外，本届大赛专门设置少儿

专场，鼓励具有粤曲表演天赋的少

儿参赛，以挖掘、培养少儿粤曲表

演人才。本届大赛决赛期间还举

办了 1场粤曲文化惠民演出、1场粤

曲名家讲座、“大美粤韵”粤剧专题

摄影书画作品展，并通过国家公共

文化云 APP、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直

播，为粤曲爱好者和百姓搭建起交

流、展示和观赏平台。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直重

视粤曲普及推广工作，依托传统节

日组织宣传展示活动，结合地方传

统文化特色，深入挖掘民间风俗和

节庆活动文化内涵，充分利用社区

文化广场、乡村简易戏台、宗祠大

屋等现有场地，举办专场演出，让

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

品演出；通过举办省群众艺术花会

（戏剧曲艺）、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

等全省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选拔

优秀群众粤曲作品，组织优秀粤曲

作品创排并开展惠民演出，促进粤

曲创作繁荣发展。

广东粤曲私伙局大赛越办越火

湖南省文化馆公益演出“情暖潇湘”

本报讯 （驻湖南记者张玲）

11 月 28日，全国文化馆“文化暖心”

慰问活动——2019“情暖潇湘、欢歌

孝语”湖南省文化馆公益演出在该

馆群星剧场举行。国家公共文化

云对整场节目进行直播，线上观看

量逾 40万人次。

“情暖潇湘、欢歌孝语”是湖南

省文化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公益服务品牌。活动吸引

全省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参与，弘

扬传承中华美德，推动在全社会形

成尊老爱老的氛围，使广大老年人

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今年是该

馆牵手湖南省群文声乐专业委员

会连续第三年举办这项公益演出。

本次公益演出异彩纷呈，节目

形式多样，除了表达敬老爱老、亲

情 珍 贵 、思 念 亲 友 之 情 等 的 歌 曲

外，还有时装走秀《东方韵》、音诗

画《爸爸妈妈爱你》、养生太极《如

意混元扇》、舞蹈《我的祖国》等精

彩表演。

此次公益演出特邀 89 岁抗战

老兵罗华松、79 岁的吴凤英等老年

群体代表现场观看。此前，湖南省

文化馆第四支部全体党员还缴纳

了特殊党费，到特殊群体家庭进行

走访慰问。演出现场还对热心公

益的企业代表进行了授牌表彰。

2019全国阅读推广特别贡献人物揭晓

大糯黑村地处云南石林县圭山镇，距今已有 600 余年历史，是云南省

彝族文化保存较为完好的村落之一。当地居民就地取材，用石头建房修

路，打造出一座独具特色的“石头寨”。如今，全村共有 370 多户 1000 余

人，彝族人口比率达 99.8%。这里依山傍水，村貌古朴，景色怡人，民族文

化深厚，村民安居乐业。

近年来，大糯黑村按照“看得见绿水青山，记得住美丽乡愁”的发展

思路，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种养殖等

产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古老的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2018

年，大糯黑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 2.4万元。

在云南，还有很多村子像大糯黑村一样，通过绿色发展方式，在保护

好美丽生态的同时，推动乡村振兴。

上图为 11 月 28 日，大糯黑村村民在进行彝族大三弦舞表演；下图为

75岁的大糯黑村村民毕秀珍织麻布的场景。 新华社记者 周 华 摄

山东济南一家剧场举办的经典戏曲唱段演唱会

2019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展演现场

“三级联合购买”，即通过“政府推动+市场引

导”，整合全省剧场资源，多渠道寻源组建储备剧目

库，采取批量集中采购的方式，大幅度压缩高水平演

出引进成本。

 将国内外一大批好剧、名剧纳入储备剧目库，

推动构建全省剧场连锁化经营、常态化演出、多元化

发展的新格局。

 纳入“三级联合购买”的演出，单场最高票价

每张不超过 30元，平均票价每张不超过 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