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版责编 金 晏 孟 娟E-mail：yicaishandong@126.com 电话：0531-826117572012年5月4日 星期五 公共文化

4 月 25 日晚，气温不高的青州市却并不

冷清。中心城区的宋城大舞台，传统国粹京

剧在古色古香的仿宋代建筑中回荡，台下的

观众听得如痴如醉，连连叫好。而此时，几十

里外的王坟镇侯王村也热闹非凡，青州市艺

术剧院的“三联工程”文化下乡演出受到村民

们的热烈欢迎。记者来到青州市群众艺术馆

时，青州市老教师艺术团正在为本周六晚即

将上演文艺晚会紧张地排练着。

“在青州，群众参与文化、享受文化已经

成为常态。”山东省青州市文广新局局长许新

益自豪地说。

民间艺术院团
每周两场公益演出

下午16时许，青州市群众艺术馆歌声飞

扬。近 60 位来自青州市老教师合唱团的演

员正在排练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这个

由退休老教师自发组成的民间艺术院团将

在周六上台表演合唱、诗朗诵、戏曲串烧等

14个节目。

“在青州，常年活跃的民间艺术院团有 20

多个，上台演出需要排队，竞争非常激烈。”许

新益说，今年，市政府组织这些院团进行“公

益大舞台 欢乐进万家”2012 年青州市群众文

化艺术展演，从 3 月 11 日晚首场演出开始，持

续到 12 月底，每周六、日晚在青州市群众艺

术馆云门剧院演出 2 场，每场 90 分钟，共演出

100 场。群众可以免费观看，演出费用全部由

政府承担。

记者从五六月份演出安排表上看到，5

月份的 8 场演出及 6 月份的 9 场演出已全部

安排妥当，青州花都艺术团、青州市老干部艺

术团、青州市京剧院等 12 个民间艺术院团将

带来吕剧、京剧、器乐、舞蹈、综艺、歌舞等多

种形式的表演。

“我们将演出信息提前在报纸、电视上公

布，并制作成海报放置在剧院门口。如果群

众有兴趣，就会早早来占座。”许新益说，群众对

京剧、吕剧等戏曲类专场非常感兴趣，场场爆

满。综艺类节目观众稍少，但最少也有六七

成的上座率。

广场天天有表演
常年不断线

晚上 8 时许，宋城大舞台上 2012“我要

上花博”全市京剧票友大赛正在紧张有序地

进行。当晚 5 号选手薛敬伟正在清唱京剧

《姚期》选段。刚下台的医生李育新告诉记

者：“我刚唱的是拿手曲目《对花枪》，自我感

觉还不错，希望能得个高分，在花博会上唱一

段。”一旁，72 岁的张玉敦正在候场。“一会儿

我将演唱《四郎探母·见娘》选段，难度挺大

的，试试看。老了没事干，有这么个舞台挺

好。”他笑着告诉记者，不上台比赛时自己就

在台下听，跟着哼哼。

舞台前的广场上，百来张椅子已坐满戏

迷。70 多岁的赵大爷和老伴只能把三轮车停

在最后，坐在车上看。赵大爷一边嗑着瓜子一

边看着戏，一脸满足。“从4月1日开始，只要是

不下雨，比赛每天晚上都有。7点半开始，9点

左右结束。每个人唱 5 分钟左右。一晚上能

听二十来段。”说起比赛的情况，赵大爷相当熟

悉。他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每场都来。

但是，京剧票友大赛仅仅是“我要上花

博”全市群众文艺节目选拔活动的一小部

分。据宋广益介绍，整个选拔活动包括“社区

大舞台”全市文艺汇演、“龙年龙虎斗”全市锣

鼓秧歌大赛、“希望花都”全市少儿才艺大赛

等 9 个类别，旨在提高全民对于花博会等文

化活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形成全市干部职

工、城乡居民人人参与文化活动，人人享受文

化成果的浓厚氛围。他告诉记者，整个活动

共持续 9 个月的时间，做到“天天有表演、月

月出特色、常年不断线”。

“政府买服务”
送文化到村头

离开宋城大舞台，记者又来到了几十里

外的王坟镇侯王村。这里，青州市“三联工

程”文化下乡演出正在进行中。虽然只有一

个由流动舞台车改装成的简易舞台，空旷的

村头四面透风，气温明显偏低，但现场气氛的

热烈程度却丝毫不减。村民们大多穿着厚厚

的棉衣，自带小马扎、板凳，不少村民还“组

团”开着三轮车过来看演出。

12 岁的王悦正站在皮卡车上认真地看演

出。她告诉记者，她家离村头很近，但站在车

上看得清楚，所以爸爸才开车过来。记者问

她是否能听懂台上的京剧时，她笑着说：“听

不懂，但是我喜欢。”

当节奏欢快的流行歌曲《最炫民族风》开

始时，50 多岁的赵传家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情

不自禁地跟着节奏跳了起来，引起阵阵掌声、

笑声。“演得很好，我心里高兴。”过后，他这样

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侯王村，这样的演出活动今年

已经是第二次了。在后台，记者采访到青州

市艺术剧团演员范美红，这已是她今年第 55

次“送戏下乡”了。这次她表演了 3 个节目，

“一个是舞蹈，还有一段快板，最后是折子戏，

我唱老旦。”

“针对农村文化建设，早在 2004 年，青州

市就提出了‘人人享受文化工程’：全市范围内

的行政村，每村每月演出一场电影；每村每年举

行一次大型文艺演出活动，由市级以上剧团组

织；每村组建一支庄户剧团；每村建立一处农

家书屋。今年，青州市政府又投资 120 万元，

用‘政府买服务’的形式购买了 200 场公益性

文艺演出节目，目的就是让城乡居民感受到

送文化下乡的温暖。”许新益说。

4 月 26 日下午，在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

孙家社区梨园街道的建筑工地上，34 岁的欧

啟先正在农民工流动书屋挑选书籍。她身边

的桌子上，放着选好的《看图速成学》、《防震

避震知识》、《居民健康教育读本》等几本书。

她告诉记者，她是这个小区的绿化工作人员，

经常来借书。“每次来都会借上 3 到 4 本，看到

好的书也会拿回去给儿子看。”

记者看到，选好书后，欧啟先只需要出示

身份证，由梨园街道文化站站长王霞做好借

阅登记即可将书拿走。王霞告诉记者，农民

工流动书屋每 10 天来一次，开放时间为 14 点

至 16 点半。“今天来的人不算多，一个多小时

借了 20 多本。”

报刊杂志架旁，几位中年妇女正边翻阅

边交流着。不远处的草坪上，也有不少农民

工干脆坐了下来先翻上几页。

“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和城市财富的

创造者，应当成为文化的共享者，与城市居民

享受同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奎文区文化旅游

新闻局局长赵吉昌表示，“我们调查发现，

相对城区居民而言，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单

调，对图书阅览的需求反而比较大。”所以，

奎文区结合中心城区农民工较多的实际情

况，着 眼 农 民 工 的 文 化 需 求，从 2011 年 开

始，在已建成的 42 个农家书屋同时挂上了

农民工书屋的牌子，并特为农民工增加了

建筑工程、安全防范、生活常识、文学经典

等方面的书籍。

“这一做法实施半年后，效果并不如我们

想象得那么好。”赵吉昌坦言：“主要原因在于

农民工书屋开放的时间正是大部分农民工

的 工 作 时 间 。”针 对 这 一 情 况 ，2011 年 10

月，奎文区及时调整农民工书屋实施方案，

将农民工书屋的开放时间延长。“比如，夏

季农民工比较多，我们就把书屋的开放时

间延长至晚上 10 点；冬季农民工相对少一

些，书屋就定为 9 点关门。这么一来，农民

工书屋的效果就好很多了。”据介绍，目前，

奎 文 区 农 民 工 书 屋 累 计 延 长 开 放 时 间 达

800 多小时，接待农民工借阅 2200 余人次。

但 是，奎 文 区 并 没 有 将 这 一 服 务 止 步

于此。“针对农民工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

借书、还书的实际情况，我们又在农民工书

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探索开展了‘农民工

流动书屋’。”赵吉昌告诉记者，奎文区在建

筑工地密集、农民工相对集中的苇湾、中和

园、孙家等社区进行了试点，建成农民工流

动书屋，把农民工喜欢的图书送到建筑工

地、企业现场，送到农民工手中。

赵 吉 昌 表 示，农 民 工 流 动 书 屋 这 一 服

务方式改变了传统书屋“守株待兔”的借阅

形式，而是由街道文化站协调联系辖区农

民工相对集中的建筑工地、企业、单位等，

与 其 主 要 负 责 人 签 订 图 书 借 阅 担 保 协 议

后，将其作为相对固定的服务点，由农民工

流动书屋管理员定期用车辆运送图书。

按 照 规 定，每 个 农 民 工 流 动 书 屋 的 图

书不少于 500 册，品种不少于 50 种。每月

服务点开展活动不少于 3 次，凭本 人 身 份

证 即 可 借 阅 。“ 我 们 深 入 了 解 农 民 工 的 需

求 ，协 调 有 关 部 门 、即 时 为 农 民 工 提 供 他

们 关 心 的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子 女 上 学 、户 籍

管 理 、计 生 管 理 、社 区 服 务 办 事 指 南 等 便

民 信 息 ，尽 力 帮 助 其 解 决 遇 到 的 实 际 问

题。”赵吉昌说。

到 目 前 为 止，奎 文 区 农 民 工 流 动 书 屋

共送书 30 余车次，接待农民工借阅 1000 余

人次，流通图书 2700 余册，受到农民工朋友

的热烈欢迎。

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民工流动书屋的规

范有序运行，目前，奎文区研究制定了《奎

文 区 农 民 工 流 动 书 屋 运 行 方 案》、《奎 文

区 农 民 工 流 动 书 屋 管 理 暂 行 办 法》、《奎

文 区 农 民 工 流 动 书 屋 车 辆 管 理 暂 行 办

法》等系列配套措施。此外，多方筹集的 30

万 元 车 辆 购 置 资 金 已 经 到 位，计 划 购 置 8

辆“农民工流动书屋专用车”分配给 8 个街

道文化站，全面推广实施农民工流动书屋

建设。

在 黄 河 入 海 口 处 如 明

珠一般璀璨的小城垦利县

里，有一个女人，对待家人

她有些“铁石心肠”，却被老

百姓交口称赞。因为她心

里时刻装着老百姓，因为她

给全县的父老乡亲送去了

欢乐。

东营市垦利县文化馆馆

长张静，自 2009 年 11 月担任

文化馆馆长以来，她带领文

化馆 6 名工作人员积极开展

文化艺术工作，真正发挥了

文化馆的引领作用，将文化

的种子撒播在垦利县的 333

个乡村，让基层群众切实感受

到了文化繁荣带来的好处。

情系乡村
舞出农民诗意生活

翻 开 张 静 那 一 册 写 得

密密麻麻的工作日记，里面

这样写道：“我是一名在农

村长大的孩子，对农村有着

深厚的感情，现在做的又是

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父老乡

亲的认可就是我最高的目

标。”

2011 年，垦利县面向群

众 开 展 了“ 村 村 唱 戏 村 村

舞 ”群 众 文 化“ 百 千 万 ”活

动。为搞好培训，张静亲自

下乡入村了解情况并制定

培训、辅导、组建庄户剧团

的计划，面向全县农村文艺

骨干进行培训，到 2012 年春

节期间共组建庄户剧团 24

个、文艺演出队74支、秧歌表

演队150支，培训群众万余人

次、开展各类演出76场、专业

剧团送戏下乡（7 个镇、街道

办）演出 170 场。

张 静 当 初 带 头 组 建 这

些队伍和庄户剧团十分艰辛。垦利县文化馆，包括张静在内

一共只有 6 名工作人员。活动创意初期，对于如何组建起

这么多支队伍，让她们直犯愁。去年 7 月中旬，在黄河口镇

排练时，刚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就不断有人往外走。张静

笑着问：“大家觉得跳舞不好吗？”“好，只是我们得给棉花打

药、得种地、给孩子做饭。”“我们学跳舞你给我们钱吗？你

要给我们发工资我就来跳。”一句句淳朴的话语，砸到了张静

的心里。

通过这件事情，在以后的排练、辅导过程中，张静转变工

作方式和方法，充分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净挑老百姓有空的

时候走村串乡进行辅导、排练、审节目，并最终得到了基层群

众的接受和认可。

为了事业
再苦再累也值得

“我就是一个搞业务的，一个干活的，只要是能把垦利的

文化搞上去，再苦再累也值得。”在年初的全县文化工作会

上，张静如是说。

2011 年，张静当选垦利县文艺界人大代表，当她知道自

己被选为人大代表的时候却很发愁，因为人大代表开会期间

正值每年一届的全县秧歌汇演排练最忙的时候，自己的女儿

也要在这期间艺考。

“既然被选为代表，是群众对自己的信任，不参加不行，

市秧歌汇演关系到垦利文化的形象，对于干业务出身的我来

说，不拿第一不行，女儿艺考是人生中重要的考试，不陪着也

不行，三者都很重要，哪一个我都没法放下。”而最终的结果

是，她加班加点把所有秧歌的排练均放在人代会议结束后的

中午和晚上，却忘记留出一点儿时间去陪女儿考试。

东营市秧歌汇演排练期间，正赶上数九寒冬，秧歌队队

员们冒着零下 10 度低温在室外排练，张静一直陪在队员身

边。汇演结束的下午，张静累倒在办公室，同事看见她后要

送她回家休息，但是第二天就是市里的秧歌汇演，她依然坚

持要到市里去看场地，还是不放心第二天的汇演。这种执着的

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汇演结束后的晚上，女儿打来电

话说：“妈，我今天去济南参加考试了，你都没送我，我知道你忙，

但是可以打个电话啊。”这时张静才想起女儿，连忙问女儿考试

的情况，对于女儿她深感愧疚。

风雨蒲公英
为农民播撒文化种子

在多年下乡辅导和排练的生活中，张静交下了许多好朋

友，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活跃在乡村的文艺骨干，指导出了

一大批乡村明星庄户剧团。郝家镇的马新兰就是一个响当

当的一个文艺骨干，多年来她一直主动坚持教村民跳舞。对

于老百姓中不断涌现出的马新兰式的乡村文艺骨干，张静感

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她觉得如火如荼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

在垦利大地上“活”了、“火”了。早在2007年，大三合村就开始

举办农民春节联欢晚会，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这个村庄，

也是在县文化馆的指导下，垦利县成立的第一个庄户剧团，

这些土生土长的庄稼人，登上舞台，就变成了备受四邻八乡

追捧的“明星大腕”，目前，在垦利县，像大三合庄户剧团一

样，能够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庄户剧团，正如雨后春笋一般，

在黄河入海口的这片新生土地上蓬勃壮大。

在艺术上，只要是她指导和排练的节目，总是精益求

精。在垦利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筛选中，由文化馆选送的小

品《村村唱戏村村舞》，即由张静亲自指导，包括剧本的创作

和修改她都参与其中。因为这个小品是“村村唱戏村村舞”

活动的纪实，题材反映了垦利“村村唱戏村村舞”活动推广的

困难和一些阶段性成果，均为村民演绎。演小品相当困难，

但节目最终在张静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指导下，有了突

破，最终通过领导审核，顺利进入春晚舞台。

付出总会有回报。2011 年，张静被吸收为山东省音乐

家舞蹈家协会会员，还当选为东营市音乐家舞蹈家协会秘

书长并当选垦利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多次荣获东营市先

进文艺工作者等荣誉称号，编排策划了多次大型开幕式、

文艺演出等。张静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为活跃垦利县城乡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群众

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提高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受到了上级业务

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的好评。

在自己的艺术事业道路上，张静默默努力，不断耕耘，

可以用一句话去形容她：“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人人参与文化 人人享受文化
——青州市全面实现文化惠民城乡一体化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 娟

潍坊市奎文区建设“农民工流动书屋”

将文化送到农民工手中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 娟

青州市王府街道中所社区秧歌队在宋城大舞台为群众表演

（上接第一版）但近年来，山东地方戏曲

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难。

记者近日了解到，历史上曾在山东境内

流行的戏曲剧种有 39 个，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

只剩下 28 个，目前存留 24 个。在这 24 个地

方剧种中，有专业艺术院团的地方戏曲剧种

14 个，已列入国家级或省级非遗名录。没有

专业剧团的 10 个，其中皮影戏、一勾勾、大弦

子戏、木偶戏、王皮戏 5 个剧种已有传承人，

蓝关戏、东路梆子、鹧鸪戏、周姑戏、蛤蟆嗡 5

个剧种还没有传承人。另据了解，目前山东

共有本土地方戏专业剧团 44 个，其中能坚持

艺术创作，正常开展排演的院团只占 30%。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山东省地方戏曲

院团演出市场不断萎缩、剧种数量不断减少，

地方戏曲人才流失、断层比较严重，地方戏曲

教育发展滞后，后备人才储备匮乏，戏曲教育

也随之走向低谷。教学成本高、优质生源少、

就业出口窄，诸多的压力，让全国各地许多艺

术院校取消了戏曲专业。

面对山东省戏曲教育的窘况，山东省电

影学校对于传承和发扬地方戏曲文化的信念

没有动摇，反而进一步坚定。安立元说：“我

们主动担当起全省地方戏人才培养的重任，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因为从经济利益角度看，

明显是赔钱的。但我们还要算文化账，后来

的发展证明我们的决策是对的，戏曲办学陆

续争取到了政府的支持，也确立了在全省戏

曲教育界的领军地位。”

“联合培养”
保障后继有人

保护和传承地方戏是艺术院校应有的责

任，秉承这个理念，山东省电影学校在地方戏

办学中寻找到了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的衔接

点，这个衔接点就是“联合培养”。

安立元认为，没有合作和联合，戏曲人才

的培养是无法实现的。根据戏曲人才“从小培

养、连续培养、联合培养”的规律，这种合作可以

分为“校地合作”“校校合作”和“校团合作”。

“校地合作”是保证生源质量，选到好苗

子是戏曲教育的基础。作为中专学校必须与

当地普通中小学和培训机构联合建立后备人

才培养基地，并在教学方法、内容、师资等

方面引领早期戏曲启蒙教育。山东省电影

学校的做法是开发了 10 余个戏曲后备人才

建 设 基 地 ，优 化 戏 曲 教 育 的 土 壤 和 环 境 。

面向全省的小学、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以及

民办戏曲教学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学校提

供师资力量。还计划组建少儿戏曲团，进

行 展 演 ；举 办 少 儿 戏 曲 大 赛 ，发 掘 戏 曲 新

苗，让更多的青少年儿童了解戏曲，对戏曲

感兴趣，培养潜在生源。

“校校合作”是中专学校与高校的合作，

是戏曲人才连续培养的必然要求，中专学校

学生的出口，就是高校的生源入口，校校合

作，可以使高校在中专教育阶段就参与教育过

程，有利于人才的成长，保障最终出口的畅通。

“校团合作”是以艺术院团为主的用人单

位与学校之间的合作。校团合作有 3 个主

体，学校、院团和政府。从院校来说，校团合

作是戏曲教育发展的战略引擎；从院团来说，

校团合作是选人用人的基础环节，是院团发

展的战略基础；从国家来说，促进校团合作是

文化事业发展的责任和义务，是优化和整合

配置戏曲资源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山东省电影学校通过开设讲座

拓展学生视野，通过舞台艺术实践巩固和检

验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而在安立元

看来，对于区域文化、传统文化的传承，绝不

仅限于戏曲。该校的舞蹈表演专业，在继承

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服务社会文化、开展文化

艺术交流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原创舞蹈剧

目《小嫚》获第八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

间舞大赛铜奖，并签约成为山东省迎接第十

六届群星奖重点打造的作品。

文化人物

文化之春走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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