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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厅

了解到，“文化之春走山东”媒体

采 访 报 道 活 动 圆 满 结 束 。 媒 体

记者纷纷表示，近年来山东经济

文化强省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各

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成果。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山东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主

办 ，并 得 到 了 人 民 日 报 、新 华

社、中 国 文 化 报、大 众 日报等近

30 家中央和省内主流媒 体 的 积

极 参 与 。 媒 体 记 者 于 4 月 24 日

开 始 兵 分 三 路 ，历 时 5 天 ，深

入 东 营 、烟 台 、威 海 、淄 博 、潍

坊 、青 岛 、泰 安 、济 宁 、菏 泽 9

个 地 市 的 基 层 单 位 进行了采访

报道。

此次采访报道活动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中共

山东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会精神，

生动展现了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

山东省宣传文化系统的新气象、

新变化、新面貌。

“ 全 民 大 舞 台 ，有 才 您 就

来”。记者近日从山东省济阳

县文广新局了解到，近年来，济

阳县以丰富活 跃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为 目 标 ，积 极 创 新 活 动 载

体 ，精 心 打 造 了 全 民 才 艺 大

赛、“我要上春晚”优秀节目选

拔活动和春节电视联欢晚会、

“ 欢 乐 济 阳 行 ”广 场 文 化 活 动

三 大“ 草 根 文 化 ”活 动 。 这 些

活 动 以 新 颖 的 创 意 和 准 确 的

定位，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群

众的热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探索出一

条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长 人 气 、接

地气”的成功之路。

舞台搭到群众家门口

“ 走 进 百 姓 生 活 的 文 化 ，

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有影响力

的 文 化 。”济 阳 县 文 广 新 局 局

长 巴 建 英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说。

据了解，为满足人民群众

的文化需求，济阳县在 2010 年

成 功 举 办 了 首 届 全 民 才 艺 大

赛。活动历时一个月，共有来

自 全 县 各 个 乡 镇 的 1000 余 人

报 名 参 加 ，组 织 举 办 海 选 、复

赛、决赛共 20 场，观众超过 11

万 人 。 参 赛 人 员 遍 及 各 行 各

业，年 龄 最 大 的 83 岁，最 小的

只有 4 岁。县电视台全程录播，

电视观众达 50 万人。而本次大

赛的最大特色就是“带着舞台

下乡”。

“首届全民才艺大赛和‘欢

乐济阳行’两项活动的最大特色就

是带着舞台走进全县 10 个镇（街

道）。”巴建英介绍说，为让广大群

众直接享受文化发展的成果，济阳

县克服搭台、转场的困难，将舞台

直接搭建到群众家门口，把“送文

化下乡”和“选草根明星”有机整合

在一起，让群众欣赏到属于自己的

文化盛宴。

据悉，为增强活动的趣味性，

济 阳 县 在 镇（街 道）送 文 化 下 乡

演出过程中，还专门增加了能够

反 映 本 地 人 文 历 史 的 有 奖 知 识

问 答 互 动 环 节 。 群 众 在 家 门 口

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文化服

务 ，欣 赏 到 丰 富 多 彩 的 文 艺 演

出。巴建英介绍，“欢乐济阳行”

活动启动以来，由于都是自己身

边 的 人 上 台 ，群 众 关 注 度 非 常

高 ，45 场 演 出 场 场 爆 满 ，吸 引 观

众 16 万人次。

“草根舞台”上的大明星

为搭建真正的“草根舞台”，济

阳县三大“草根文化”活动报名实

行“三个不限”，即不限区域、不限

类别、不限年龄，任何才艺、绝活均

可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

“只要内容健康向上，都可以

直接登上我们的‘大舞台’成为主

角，尽情秀才艺、秀方言、秀绝技，

自 娱 自 乐 ，让 这 一‘ 草 根 舞 台 ’

来 实 现 平 民 的‘ 明 星 梦 想 ’。”济

阳 县 文 广 新 局 副 局 长 张 西 辽 表

示，宽松的比赛环境吸引了众多

有“ 明 星梦”的人。这些活动启

动以来，上至 80 多岁的老人，下

至 4 岁 的 孩 童，无 论 是 农 民、工

人 ，还 是 教 师 、学 生 ，他 们 在 台

上用最普通的方式演绎着对生

活的理解。

在 首 届 全 民 才 艺 大 赛 活 动

中 ，济 阳 县 回 河 镇 大 仁 岸 村 的

付长贵老人上台表演了济阳濒

临 失 传 的 绝 技“ 木 板 大 鼓 ”，这

个节目是他献给自己 60 岁的生

日 礼 物 。 在 孙 耿 镇 ，前 期 报 名

参加的选手有 200 多个，两天的

海选时间根本无法赛完。海选

前 该 镇 只 好 又 搞 了 一 次 预 选 ，

最后确定了 73 个海选节目。活

动开始后又有很多选手直接到

海 选 现 场 要 求 报 名 。 在 垛 石

镇 ，40 多 岁 的 汉 子 张 长 远 错 过

了 报 名 机 会 ，到 海 选 现 场 特 意

坐 在 评 委 席 后 ，拿 着 一 把 自 制

的 简 易 乐 器 ，台 上 选 手 唱 什 么

他 就 吹 什 么 ，就 是 为 了 吸 引 评

委的注意。最终他的执着感动

了评委，破例让他参加了比赛。

建立文艺人才储备库

由于活动门槛低，不收任何

费 用 ，“ 草 根 文 化 ”活 动 极 大 地

调动了各类民间人才登台表演

的 积 极 性 ，深 度 挖 掘 出 了 一 大

批 优 秀 文 艺 人 才 和 濒 临 失 传

的 绝 技、艺 术。

2010 年，济阳群众参加才艺

大 赛 的 门 类 共 有 20 种，2011 年

参加“欢乐济阳行”的才艺门类

达到 31 种，已销声匿迹 50 多年

的“ 木 板 大 鼓”和“ 一 钩 钩”“ 小

谜戏”也重现舞台。

巴 建 英 表 示 ，这 些 文 艺 人

才为了参加活动在台下勤学苦

练，甚至拜名师指导，大大提高

了自己的才艺水平。参加全民

才 艺 大 赛 的 选 手 水 平 参 差 不

齐 ，而“ 欢 乐 济 阳 行 ”高 水 平 的

节 目 却 大 大 增 多 ，街 舞 、武 术 、

机 械 舞 、绝 活 等 表 演 者 在 全 国

都 有 一 定 影 响 力 ，自 主 创 新 的

节 目 也 比 较 多 ，反 映 出 广 大 群

众参赛的热情。

为充分调动基层文艺人才的

积极性，济阳县对活动中发现的

文艺人才建立人才库，挑选优秀

人才签订合同，组建文化志愿者

队伍，组织他们进村、进社区进

行文艺 辅 导 ，有 效 解 决 了 基 层

单位群众急需辅导而文艺干部

力 量 远 远 不 足 的 难 题 ，为 济 阳

县 下 乡“ 种 文 化”建立了人才资

源机制。

山 东 省 文 化 厅 社 会 文 化 处

处 长 孙 猛 建 表 示 ，开 展 特 色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是 满 足 基层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手段。济阳

县 的 三 大“ 草 根 文 化 ”活 动 ，从

满 足 群 众 文 化 需 求 出 发 ，挖 掘

和 激 励 了 一 大 批 民 间 艺 术 人

才 ，有 效 解 决 了 文 艺 干 部 辅 导

力 量 不 足 的 问 题 ，对 于 丰 富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提 升 百 姓 幸 福 指

数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济南市歌舞

剧院推出了“永远跟党走”大型主

题文艺演出，并联合共青团济南市

委等单位分别于5月3日在济南国

际机场、铁路文化宫等地与奋战在

一线的济南武警支队的青年官兵、

山东航空和济南机场的青年干部

职工、鼎好家常菜餐饮有限公司的

青年职工们共同庆祝五四青年节。

整台演出主题鲜明、气氛欢快

热烈，还融入了激光舞、踢踏舞、魔

术等青年人喜爱的时尚动感元素的

节目，受到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另外，五四青年节期间，济南

市歌舞剧院还分别协助市中区团

委和历城区团委编排了两台主题

庆祝演出活动。 （谷 昆）

“ 长 人 气 接 地 气 ”
——山东济阳三大“草根文化”活动受百姓热捧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王法在他们手里，还不像

那小孩子捏泥巴，愿咋捏吧咋捏

吧。”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语言，

精炼的叙事，跌宕的情节，使沾

化渔鼓戏《打板桥》整个演出过

程 中 紧 紧 抓 住 现 场 观 众 的 眼

球。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不

少观众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台上

的演员轻轻哼唱。一位老家在

沾化的山东艺术学院学生由衷

地 感 叹：“ 演 得 真 地 道，原 汁 原

味，看得很过瘾。”

这只是首届山东省地方新

创 作 小 戏展演的一个缩影。4

月 23 日至 26 日，山东省首届地

方新创作小戏展演在山东剧院

举行。充满齐风鲁韵的渔鼓戏、

吕 剧、山 东 梆 子 等 轮 番 登 台 上

演，让观众过足戏瘾的同时，充

分领略了山东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连续 3 天的演出过程中，

山东剧院始终座无虚席，连过道

上 都 站 满 了 前 来 看 戏 的 群 众。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的 观 众 纷 纷 表

示 ，这 些 小 戏 演 得 相 当 不 错 。

赵大爷告诉记者：“我平时晚上

很少出门，听说有小戏，我专门

让 儿 子 开 车 把 我 送 来 ，戏唱得

确实非常好。”家住湖南的薛先

生是头一次看山东省地方小戏，

“本来想看一两个就回去，没想

到看了就不想走了，特别好，我

非常喜欢。”他说。

地方戏是戏曲艺术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是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此次

展演共有 15 个剧种参加演出，

其 中 既 有 人 们 熟 知 的 京 剧、吕

剧、山东梆子等剧种，也有一些

人们陌生的剧种，如渔鼓戏、四

音 戏、两 夹 弦 等 。 参 加 演 出 的

剧目多数是反映百姓身边的人

和事，题材广泛，既有弘扬孝文

化 的《 砖 头 记》、《 换 婆 婆》、

《娘》等，也 有 赞 美 人 间 真 情 的

《烈火真金》、《交接》、《认亲》等，

还有警示世人的《劝赌》、《醒悟》

等和借古喻今的《打板桥》、《追

龙缸》等。“我觉得小戏不小，小

戏有广阔的题材，比如新农村科

技致富、学雷锋等，反映和表现

了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这 些

都 是 社 会 需 要 的 题 材，这 次 小

戏展演是山东戏曲的大丰收。”

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薛若琳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

员 徐 培 成 表 示，山 东 的 地 方 戏

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些小戏

有专业的有业余的，最容易下去

演出，便于学习和交流，有利于

活跃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

评剧大家谷文月在谈到这

次小戏展演时激动地说：“山东

的这次小戏展演很成功，既弘扬

了民族文化，又为地方戏演员搭

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对于戏

曲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这充分说明山东无愧于

文化之乡和戏曲之乡。”她表示，

看了这次地方戏展演，收获特别

大，“我要把收获带回院里，进行

学习和推广”。

安徽省剧协副主席侯露认

为，这次小戏展演是为老百姓办

了一件好事，是贯彻落实十七届

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这

些小戏弘扬了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道德新风尚，讲的是老百姓

身边的事，很生活化和人性化，

对现实很有针砭意义。”

专家的认可与观众的叫座大

大鼓舞了参赛剧组。沾化渔鼓戏

剧团团长王春贞表示：“将借这次

小戏节的东风，多编排一些群众

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好节目，把

沾化渔鼓戏这张亮丽的名片做好

做强。”

据悉，自党的十七大以来，

山东省高度重视地方戏的传承

与发展，大力实施了《山东地方

戏曲振兴工程》，地方戏迎来了

新 的 发 展 机 遇，创 作 出 了 吕 剧

《苦菜花》、柳子戏《江姐》、莱芜

梆子《儿行千里》等一大批现代

题材优秀作品。

本届山东地方新创作小戏展

演以“弘扬民族文化，传承齐风鲁

韵，促进戏曲创作”为宗旨，旨在

展示山东省小戏创作者的创作

水平，促进山东戏曲事业大发展

大繁荣，使山东的传统民族文化

得以发扬光大。本次展演从 72

个报名参演的小戏中精心筛选

出 40 个剧目参加决赛，囊括了

许多省、市、县专业院团和业余

院 团 以 及 文 化 馆、群 众 艺 术 馆

等，涵盖京剧和山东地方戏等16

个剧种，参演演员达千余人。

山东地方小戏绽放独特魅力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孟 娟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4 月 28

日，“第二届全国群众文化美术书法大展”

在威海开幕。共有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

自治区的 13 所高校，4 个省级文化馆（群

众艺术馆）及众多省外地级市艺术馆、县

级文化馆和部队作者报名。本次大展共

收 到 作 品 2468 幅 ，其 中 美 术 作 品 1008

幅，书法作品 1460 幅，并有 730 幅获奖作

品在系列活动中展出。

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长郭沫勤在活

动致辞中表示，本次大展有这么多省市

和作者参与，是全国群众文化工作的盛

会。参展作品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

是反映重大题材的书画作品相当突出，

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热情，

讴 歌 了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所 取 得 的 巨 大 成

就；二是注重人民群众对文艺作品题材、

体裁、风格多样化的要求，从不同侧面和

角度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

貌；三是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

烈的时代感，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参加展览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热

贡艺术的国家级传承人娘本大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展为全国群众文化

美术书法工作者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

交流和展示机会，同时也对今后的创作

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文化部组织的专家评委会严格

认 真 的 评 选 ，本 次 大 展 共 评 出 金 奖 10

个、银 奖 20 个、铜 奖 30 个、优 秀 组 织 奖

40 个。同时，大展组委会还将参展的作

品整理编辑，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了

《第二届全国群众文化美术书法大展作

品集》。

据悉，此次大展由中国群众文化学

会、中国文化报社、山东省文化厅、威海

市人民政府主办，是山东省 2012 年备战

“十艺节”的首个重大文化活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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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山东实习记者

齐潇潇）4 月 24 日至 25 日，独具特

色的中国巨野农民绘画培训基地

正式投入使用。同时，中国工笔

画学会正式命名巨野为“中国工

笔画之乡”。

其间，由中国工笔画学会主

办的中国工笔画发展与对策研讨

会、由山东省农民书画研究会主

办的山东省农民书画发展研讨会

同时在巨野县召开，170 余名工笔

画名家、农民书画名家出席研讨

会 并 发 言 。 研 讨 会 对 当 代 工 笔

画、农民书画发展现状、存在的问

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为新时期

农民书画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很

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巨野县农民绘画培

训基地项目系当地政府为做大做

强农民书画产业、推动文化产业

大发展而确定兴建的惠民工程。

该 项 目 位 于 县 城 大 野 泽 公 园 北

岸，工程投资 2600 万元，总建筑面

积 8000 平方米，主体工程由天津

大学建筑学院设计，巨野县新华

建设集团承建。基地建设包括展

览大厅、培训中心、办公室和创作

室等。基地集教育教学、培训、写

生、创作、展览、集会、观光等功能

于一体。

巨野农民绘画培训基地投入使用

在济南风景秀丽的千佛山脚

下，省会的文化中心 区 ，坐 落 着

一 个 文 化 艺 术 氛 围 浓 厚 的 校

园，这就是山东省电影学校——

山 东 省 文 化 厅 直 属 的 唯一一所

艺 术 类 国 办 中 等 专 业学校。长

期以来，电影学校以振兴地方戏

曲为己任，以舞台急需的地方戏

曲人才培养为重 点 ，自 觉 担 当 ，

主 动 办 学 ，大 力 发 展 地 方 戏 曲

教育。

近日，当记者走进山东省电

影学校时，立刻被 这 里 浓 厚 的 艺

术 氛 围 所 吸 引 ，练 功 房 、排 练

厅 、短 剧 教 室 等 各 个 教 学 场 所

水 袖 翻 腾 ，京 剧 、吕 剧 、柳 子 戏

等各个剧种教学生机勃勃。

齐鲁地方戏人才培养基地

“我们学校 2007 年开办京剧

专业，2008 年起与省吕剧院、省柳

子剧团合作举办吕剧和柳子戏专

业，目前戏曲专业共有 7 个班，在

校生 224 人，其中吕剧表演和伴奏

专业 60 人，柳子戏表演和伴奏专

业 36 人，京剧表演和伴奏专业 128

人。”谈起学校戏曲专业的情况，

山东省电影学校校长安立元如数

家珍。

从开办以来，山东省电影学

校的京剧专业每年都招生，地方

戏专业则根据剧团需求，实行间

隔性招生。目前，学校已发展成

为 山 东 省 地 方 戏 曲 后 备 人 才 主

要培养基地，戏曲教育办学在全

省规模最大、专业最全，仅次于

北 京 、上 海 、天 津 、江 苏 等 传 统

戏曲教育地区，在全国戏曲教育

领域显现出良好的办学声誉。

近年来，山东省电影学校戏

曲 专 业 办 学 取 得 了 突 出 成 就 。

在 2011 年文化部“文华艺术院校

奖”第一届全国青少年戏曲邀请

赛中，该校吕剧《姊妹易嫁》获得

铜奖，京剧《状元媒》和吕剧《卖

水》获得了表演奖。2011 年学校

还 与 中 国 戏 曲 学 院 合 作 共 建 教

学实践基地和生源基地，获得了

国家级戏曲院校的办学支持。学

校在全省建立了 97 个后备人才培

养基地，其中的 10 余个戏曲后备

人 才 基 地 保 障 了 学 校 的 戏 曲 生

源，学校戏曲专业办学实现了可

持续发展。

抢救地方戏的责任担当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电影学

校戏曲专业办学之所以能够取得

今天的成就，源于对山东省地方

戏现状的深刻认识和文化责任的

主动担当。

安立元表示，山东悠久的历

史 文 化 传 统 和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孕 育 了 绚 丽 多 姿 的 地 方 戏 曲 文

化，吕剧、山东梆子、柳子戏、五

音戏、茂腔等闻名于世。

（下转第三版）

E-mail：yicaishandong@126.com 电话：0531-82611757

苏 锐 摄

星期五 第2期

4 月 26 日晚，首届山东地方新创作小戏展演颁奖晚会在山东剧院举行。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孙守刚，副省长张建国，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徐向红，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为

民亲切慰问全体演员并同他们合影。 王雪峰 摄

“文化之春走山东”媒体采访结束

济南歌舞剧院精彩演出欢庆青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