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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最近，开封火了。这个有

着“ 七朝 都 会 ”之 称 的 豫 东 古

城，决定进行一场豪赌。为将

经济发展水平提到与历史声名

相符的地位，开封决定将其拥

有的宋代文化遗产资源做大：

将 开 封 市 老 城 区 改 造 成 近 20

平 方 公 里 的 实 景 人 文 旅 游 胜

地 ，重 现 北 宋“ 汴 京 ”时 期 的

辉 煌 盛 景 。 建 工 程、搞 开 发，

资金必不可少，但开封这次玩

得 好 像 有 点 儿 急 眼 了 。 十 余

万市民在未来 4 年内迁离老城

区，光拆迁费便至

少需要 1000 亿元。

有 媒 体 称，开

封年财政收入不足

50 亿元，拿什么来

撬 动 这 1000 亿 元

的巨额资金？即使

想 方 设 法 搞 到 了

钱，这场豪赌又有

几分胜算？毕竟，

这涉及该千年古城

“一生”的命运。

“ 此 项 工 作 之

难，我们已有心理

准备。但这件事做

好了，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开封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副

局 长 孔 祥 成 如 是

说。从这位副局长

自 信 满 满 的 口 气

里，我们可以看出

开封市政府对于古

城开发的决心和勇

气。但是，有勇无

谋是猛夫。做好了，功在当代，

做不好，就是祸害千秋！

据媒体报道，为改变开封

现状，开封市新任市委书记祁

金 立 赋 予 开 封 两 个 定 位：“ 开

先”和“复古”。一是建设开封工

业化新城，二是打造国际旅游文

化名城。开封下一步的发展战

略非常清晰、主攻文化旅游，再

现大宋王朝风光。一开封政府

官 员 表 示，不 光 城 市 建 筑，公

交指示标志、旅游咨询点等将

来也要体现宋文化韵味，老城

主 要 以 旅 游 和 发 展 经 济 为 基

础 ，实 施“ 宋 氏 仿 古 ”建 设 理

念，最终达到让游客感受到开

封的内在时尚和外在古典。

笔者浅薄地认为，“外在古

典 ”或 许 是 真 的，因 为 修 的 就

是“仿古建筑”，至于是不是具

有“内在时尚”，是不是有助于

游 客 更 好 地 了 解、认 知、体 会

该 城 市 的 文 化 内 涵 ，现 在 下

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近年来，关于古城改造，利

用当地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的新闻屡见不鲜。作为一

项朝阳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近

年来可谓突飞猛进，有些地方利

用本土文化资源，大兴土木，翻

修 文 物 建 筑 屡 屡 成 为 新 闻 头

条。只是，这种类似于“大干快

上”的工作方法是

否 适 用 于 文 化 产

业 ？ 或 者 换 个 角

度，即使适合，在文

化产业中不可避免

地会牵扯到文物保

护，各地各有关部

门是否做好了足够

准备？

拿开 封 来 说 ，

其 在 全 国 的 名 声

不可谓不响亮，连

小 学 生 都 会 背 一

首 古 诗 ，“ 暖 风 熏

得游人醉，直把杭

州 作 汴 州 。”这 里

的“ 汴 州 ”当 然 指

的 是 今 天 的 开 封

市 。 有 人 说 ，“ 到

开封看看宋，到西

安 看 看 唐 ”，但 是

开 封 现 状 跟 它 的

历 史 盛 名 并 不 相

称。我们想问，怎

样 才 能 和 它 的 历

史 盛 名 相 称 ？ 投 资 上千亿把

市民迁离家园，弄一座“古色古

香”的现代古建筑就能相称了？

任何一个地方，历史文化名

城也好，新兴工业城市也罢，生

活在那里的居民本身就是城市

的一部分。走在北京，听听北京

人的京腔；走在济南，听听济南

人的“老师”方言；走在香港，看

看香港人的快节奏生活……这

些都是一座城特有的文化，是任

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

我们希望，在改造古城、发

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时候，当

地 主 管 领 导 切 不 要 被 政 绩 观

“熏”醉。文物，尤其是一些对当

地地理、历史等环境依赖性强的

文物，稍有差池，所造成的后果

不堪设想。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记者近 日 从 山 东 省 电 影 学 校 获

悉，由文化部主办的第十届全国

“ 桃 李 杯”舞 蹈 大 赛 日 前 在 安 徽

大剧院闭幕，山东省电影学校选

送 的《喜 鹊 喳 喳 喳》获 得 群 舞 组

一 等 奖、原 创 教 学 剧 目 二 等 奖。

同 时 这 也 是 山 东 省 专 业 艺 术 院

校 自 参 加 该 项 赛 事 以 来 所 取 得

的最好成绩。

作为中国舞蹈界的专业赛事

之一，“桃李杯”舞蹈比赛自 1985

年开始举办，是国内级别最高的

青少年专业舞蹈比赛，也是中国

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的子

项文华艺术院校奖的重要奖项，

每三年举行一届，有“中国舞蹈奥

斯卡”的美誉。

据山东省电影学校校长安立

元介绍，本届比赛共吸引了来自

大陆 29 个省市区和港澳台地区，

以及美国、新加坡等国 102 所院校

的 1822 名选手参加。由于本届比

赛取消了各舞蹈类别的 A、B 分组

和男女分组，专业水准和奖项含

金量大大提高，赛事也更加激烈

紧张。山东省电影学校作为山东

唯一一支中等艺术学校参加比

赛，与舞蹈类本科名校及高职院

校同台竞争，能够荣获群舞组一

等奖实属不易，同时也创造了山

东舞蹈界参加“桃李杯”比赛历史

以来的最好成绩。

此次山东省电影学校创作、

表 演 的 群 舞《喜 鹊 喳 喳 喳》，以

一群小鸟喜鹊为创作蓝本，运用

了山东秧歌为创作元素，巧妙地

结合了民间舞欢快热烈的特点，

描 绘 出 了 一 群 活 泼 可 爱 、叽 叽

喳喳叫个不停的喜鹊们与大自

然 的 和 谐 相 处 的 美 好 景 象 ，该

作 品 创 作 手 法 独 特 ，表 现 形 式

新 颖 ，地 方 特 色 鲜 明 。“ 此 次 获

奖充分显示了我校舞蹈专业教

学 成 果 以 及 创 作 、表 演 水 平。”

安立元表示，今后山东省电影学

校将继续加强舞蹈骨干专业建

设，增加专业方向，丰富办学内

容，争取把学校打造成山东省重

要的舞蹈中等教育基地。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

通讯员李国涛 呼晓丽）记者 8 月

27 日从山东潍坊市文广新局获

悉 ，为 进 一 步 加 快 社 会 主 义 新

农 村 文 化 建 设 ，加 大 对 农 村 文

化 建 设 的 扶 持 力 度 ，繁 荣 发 展

农村文化事业，自今年起，潍坊

市专门设立了农村文化建设专

项 资 金 ，用 于 全 市 乡 镇（街 道）

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中心、文

化广场以及一定规模的村文化

大院、文化室建设与设备购置，

扶持具有代表性和一定影响的

农 村 特 色 文 化 和 民 间 民 俗 艺

术 、群 众 广 泛 参 与 的 文 艺 及 重

大 节 庆 演 出 活 动 、农 村 文 艺 创

作等项目。

农 村 文 化 建 设 专 项 资 金 由

潍 坊 市 财 政 局 、潍 坊 市 文 广 新

局共同管理使用。

据 潍 坊 市 文 广 新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2012 年 潍 坊 市 安 排

农 村 文 化 建 设 专 项 资 金 700 万

元 ，全 部 用 于 购 置 图 书 、电 脑 、

摄影摄像器材、乐器、户外演出

设 备 等 ，改 善 全 市 乡 镇（街 道）

综合文化站的基础设施设备配

置，提高其服务群 众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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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市中区的普利街社区

居委会，这个深藏在居民区楼里的

社区居委会办公室，不熟悉地理位

置的人恐难找到。8 月 10 日，记者

辗转来到这里。还未走入办公室，

铿锵的锣鼓声首先飘入耳畔。和

居委会办公室一墙之隔的社区活

动室里，每周一次的社区京剧联谊

会正在火热进行。这间 30 平方米

的屋子，是整个普利街社区全部文

化活动的平台。

普利街社区位于济南市老城

区，地处泺源街道办事处辖区北

部，现有居民 1510 户，4460 人。因

普利街社区所辖的普利街和共青

团路是济南市的老商业街，社区

办公空间有限，居民的活动场所

自然也局促。“但是，正因为活动

空间有限，才产生了那么多文化

创意的好点子。”普利街社区党总

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芳如是说。

有限空间“逼”出无限创意

“ 我们社区的文艺爱好者很

多，有经常开展文化活动的需求，

但 是 我 们 只 能 提 供 这 一 个 活 动

室。”林芳告诉记者，每周一、二、

四 上 午，活 动 室 用 于 暑 期“ 少 年

之家”上课；周三下午，葫芦丝爱

好 者 们 在 这 里 聚 集；周 四 下 午，

活 动 室 属 于 京 剧 联 谊 会 。 每 月

的 9 日上午和 15 日，分别是社区

诗 书 画 联 谊 会 活 动 时 间 和 社 区

党 员 活 动 日。“ 这 个 活 动 室 被 最

大 限 度 地 利 用 了 起 来 。 但 即 便

如此，还是不能满足社区的文化

活动。”林芳说。

为 拓 展 有 限 的 文 化 活 动 空

间，普利街社区设立了“家庭展览

室”。该展室共分书画艺术、剪纸

艺术和环保手工制作三个类别，

分别设在三个热心居民家中。其

中，环保手工制作展出的作品共

计 16 大项 200 多件，全部出自社

区居民之手。

另外，普利街社区还大力发

展手绘扑克这一特色文化技艺。

林芳认为，该技艺不受场地、时间

限制，寓教于乐，很适合普利街社

区。社区工作人员李恭斐向记者

展示了由她绘制的 54 张手绘扑克

底稿，内容包括社区特色人物、社

区活动、好人好事、孝文化等。

用文化活动凝聚社区民心

在社区活动室，每周一、二、

四上午，工作人员都要把桌椅摆

放 好 ，为 社 区 孩 子 们 上 课 做 准

备。普利街社区每年都开办“普

利之韵少年之家”暑期托管班，由

本社区有才艺的居民担任教师，

免 费 教 授 学 生 国 画、书 法、剪 纸

等。“暑期托管班受到了居民的普

遍欢迎。去年，托管班一结业，就

有家长提前一年报了名。”林芳笑

着告诉记者。

“少年之家”只是普利街社区

开展的文化活动之一，一年一度

的“邻里节”更为社区文化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2012 年 2 月 3

日，普利街社区举办第六届邻里

节活动，活动主题为“孝满泺源·
2012 百家和谐元宵宴”，旨在弘扬

中华传统的孝文化，号召社区居

民尊老、敬老、爱老、孝老。活动

中，居委会为社区中学生分发了

《弟子规》，社区少年书法家现场

写“寿”字送给社区老年人。

6 月 29 日，首届“普利之韵”社

区文化节在普利街社区小广场成

功举办。大秧歌、葫芦丝演奏、京

剧、山东快书……居民们自导自

演，用不同的文艺形式表现身边的

事儿，让文化节充满了别样的精

彩。林芳对记者说：“第一届社区

文化节举办得很成功，以后还会继

续办下去，将文化节变成普利街社

区的一个文化品牌。”

以简报记录社区文化之路

一张 A3 大小的白纸，对折四

个版，双面印刷。放在记者眼前

的是最新一期的《普利之韵》，报

头印刷着“第七期（总第 65 期），主

办单位：普利街社区居委会”。从

2007 年至今，《普利之韵》社区简

报走过了近 6 年。

据林芳介绍，2007 年初，为解

决空间制约，第一个文化平台《普

利之韵》社区简报（月刊）诞生。

这份社区简报设立社区动态、科

普知识、法制园地等小栏目，还特

别为诗书画爱好者开辟了“和之

声”和“书画爱好者联谊会作品赏

析”栏目，专门刊登他们的佳作。

每期《普利之韵》出来后，社区居

委会都会印制几百份分给居民，

一些热心的读者也习惯了在出报

的那几天到居委会自取。如今，

《普利之韵》已成为不少居民的每

月必读刊物。

65 期《普利之韵》，每一期都

像社区日记一样，忠实记录着社

区 每 一 次 的 文 化 活 动 和 文 化 建

设，成为普利街社区文化的缩影。

如此丰富的文化活动给社区

居民带来了什么？林芳认为，文

化给整个社区的生活环境带来很

大改观，社区居民从内心感到生

活 的 幸 福 、舒 心 。 社 区 氛 围 和

谐，积 极 向 上，这 些 都 是 文 化 的

带动作用。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章丘市

获悉，该市将投资 5000 余万元，以

朱家峪古村民俗为依托，对闯关

东文化展示中心、文房四宝广场、

朱家老街、水体景观、乡村旅游度

假区 5 条主线进行全方位建设改

造。此项工程预计今年 10 月底完

工，届时游客将能体验到当年闯

关东岁月的感觉。

据景区负责人刘清进介绍，

景区深入挖掘整理“闯关东”文化

精髓，以山阴小学为依托，建设闯

关东文化展示中心，并以“闯关东

主题展馆”为核心，分别展示闯关

东与朱家峪的渊源，闯关东的历

史背景、过程、迁徙路线，闯关东

时期民俗景观、历史名人、社会各

界关注、影视剧《闯关东》拍摄花

絮等。

据了解，展区还将设有闯关

东文化研究中心及闯关东体验

馆。馆内设有时空之旅、黑白电

影、影像互动等大型游戏。

（董颖华 仇法辉）

为深入挖掘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 3 月

起，山东省青州市通过政府出资买服务的形式，让挫琴、花边大套、

八角鼓、拉洋片等传统技艺走上街头，使广大群众近距离接触非物

质文化遗产成果，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图为 8 月 23 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挫琴代表性传承人赵

兴堂及徒弟在青州宋城大舞台表演挫琴。 耿 晨 摄影报道

济南普利街打好社区文化惠民这张“牌”
本报驻山东记者 宁昊然

第十届“桃李杯”舞蹈赛山东影校获佳绩

潍坊设专项资金助推农村文化发展

章丘投资 5000 万元建“闯关东”文化景区

8 月 27 日，由文化部艺术司、

“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山东省

文化厅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专家

论 证 会 议 在 北 京 召 开 。 与 会 专

家、学者就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

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实施方案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董伟、副

司长诸迪，“十艺节”山东省筹委

会常务副秘书长、山东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

“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群文及美

术部部长、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李宗伟出席论证会。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邵大箴等艺术家以及全国

各美术机构负责人、相关省文化

部门的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如何确立权威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

秀美术作品展览将于明年 10 月在

山东省美术馆新馆举办，该展是

政府主办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

家级美术大展，办展方式将采取

面向全国征稿评选出优秀作品和

特邀部分名家作品两种。”论证会

上，“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群文

及美术部副部长、山东省美术馆

馆长徐青峰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

了美展的有关情况。

对 于 全 国 优 秀 美 展 的 权 威

性，中国油画学会名誉主席詹建

俊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

为中国艺术节的一项重要活动，

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在艺术界本

身的影响应该加强。

“很重要的一点是扩大美术

展在群众特 别 是 专 业 作 者 中 的

影响。”詹建俊表示，要把美展的

地 位 和 特 点 突 显 出 来 ，只 有 这

样 ，画 家 才 会 拿 出 最 优 秀 的 作

品，展览的权威性自然也就能确

立起来了。

如何形成特色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名 誉 主 席

靳 尚 谊 对“ 十 艺 节”全 国 美 展 的

特 色 问 题 有 着 自 己 的 忧 虑 和 思

考 。 他 表 示，以 往，中 国 艺 术 节

主要以文艺节目表演为主，现在

美 术 也 得 到 了 相 当 重 视。“ 但 同

时 也 产 生 了 全 国 美 展 如 何 与 全

国其他美展区分，以便形成自己

特色的问题。”

“ 近 10 年 来，国 内 各 种 美 术

展大量涌现，导致许多画家对一

些 大 型 展 览 不 再 重 视 。 这 种 情

况下，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要获

得画家重视，就比较困难。”靳尚

谊说，在目前文化大发展的形势

下 ，展 览 方 式 也 与 以 往 有 所 不

同。对于展览来说，不是一大堆

好作品往展会一摆就完事，好的

策展方案和展览主题，都需要认

真考虑。

诸迪也提出，无论什么样的

展览，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妨

更 新 一 下 办 展 理 念 ，从 颁 奖 理

念、评奖方 法、展 览 方 式 上 多 下

功 夫，在 创 新 中 求 发 展，形 成 美

展特色。”

董伟表示，目前国家对美术

重视程度 很 高，组 织 领 导 有 力，

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

办出一届有特色的美术展览，对

整 个 美 术 事 业 的 发 展 有 着 重要

作用。

繁荣美术事业

“近年来，全国美术的繁荣局

面以及第九届中国艺术节打下的良

好基础是‘十艺节’全国美展成功举

办的有利条件。同时，本届美展的举

办势必也将为今后中国美术的发展

提供一些思路。”谈及本届美展，中

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吴长江

说，首先要有一个主题。另外，希望

美展主办方能在展览筹备过程中，

将 3 年来全国各类美术展览的好

作品进行系统梳理。吴长江表示，

本届全国美展是一个平台，在推出

好作品的同时，也可以发现在美术

创作方面涌现出的优秀人才。

徐向红则在会上指出，山东

省委、省政府把筹办“十艺节”作

为 贯 彻 党 的 十 七 届 六 中 全 会 精

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宝

贵 契 机，对 筹 办 工 作 高 度 重 视。

此次“十艺节”全国美展专家论证

会，是“十艺节”筹备工作的重要

环节，是为听取专家对展览的意

见和建议，争取对展览方案进一

步修改完善，确保圆满完成“十艺

节”全国美展任务而举办的。

“第九届中国艺术节很成功，

我们争取让‘十艺节’更成功。”董

伟说，要将之前的成功经验继续

沿用，同时根据时代发展和需求，

特别是就当前美术界的现状，发

挥本届展览的国家级导向性，树

立其权威性。

办一届权威特色的美术展
——“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专家论证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驻山东记者 苏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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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普利街社区京剧联谊会部分成员在活动室排练剧目。

宁昊然 摄

专家论证会现场 苏 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