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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6 日，济南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寒假第一天，一名学生和家长正在济南市营东小

学学校阅览室一起阅读图书。

自当日起，济南市营东小学推出了“亲子读书节”，学校阅览室面向全校学生和家长开

放。营东小学副校长赵园表示，“亲子读书节”旨在让书籍走近儿童、走近家长、走近家庭，

营造浓郁的书香家庭氛围。 李 飞 刘 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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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 山 东 记 者 苏 锐）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获悉，今年山东将用好文化产业

投资基金，支持文化创意、影视制作

等产业做大做强，培育一批有实力、

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产业项目和

产业园区，力争文化创意产业增加

值增长 16%以上。

近日公布的《山东省 2012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

告》显示，2012 年山东省社会建设取

得新进步，全省美术馆、文化馆、公

共图书馆全部实现免费开放，文化

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2720 亿元，同

比增长 17.9%。

山 东 省 发 改 委 有 关 负 责 人 透

露，今年山东将着力加强社会建设，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继续大力繁

荣发展文化。推进省市县乡村重点

文化设施建设改造，基本实现村有

文化大院、社区有文化中心。深入

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惠民工

程，提升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评选命名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实施艺

术创作精品工程，全力筹备办好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实施文化数字

化 建 设 工 程 和“ 创 意 山 东 计 划 ”。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积极创建

国家、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

部机制改革，加快建立国有文化资

产科学管理体制。

山东今年力争文创产业
增加值增长 16%以上

春节临近，大红的灯笼已在济南街头高高挂起，节日的氛围愈

发浓厚。在家人团聚之余，如若想出门看一场文艺演出，可否？“完

全可以。”在1月28日召开的“喜庆十八大 相约十艺节”山东省系列

文化活动情况通报会上，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

“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常务秘书长徐向红向与会媒体记者透露，今

年元旦至2月底，山东各级各类文艺演出单位将安排演出近7000

场，预计服务各类观众600余万人次。

1 月 24 日，徐向红在菏泽市郓城县为当地老百姓书写春联。 苏 锐 摄

1 月 24 日，山东省文化厅“文化走亲戚 送戏帮包村”活动现场，山东演

艺集团的“流动舞台车”开进了村。 常会学 摄

找准惠民新节点

山东省春节期间的文化活动，其实是

“喜迎十八大 相约十艺节”全省优秀舞台

剧目展演的成功延续。2012 年 9 月至 10

月，为营造十八大召开与“十艺节”举办的

良好氛围，“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山东

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厅组织开展了全

省优秀舞台剧目展演。展演期间，来自山

东省直及各地市的 28 家艺术院团、2 所艺

术院校为观众奉献了 33 台优秀剧目，共计

演出 56 场，现场观众达 5 万余人。

“仅限于城市的演出远远满足不了基

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徐向红介绍，为坚持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山东

省文化厅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正式下发

《全省文化系统开展“喜庆十八大 相约十

艺节”系列文化活动的意见》。《意见》要

求，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开始到 2013 年春

节前后，山东省直文化单位及各市、各县

文化部门要以元旦、省“两会”、春节、元宵

等为重要节点，在全省范围深入开展“喜

庆十八大 相约十艺节”系列文化活动。

百姓的文化需求与各级文艺演出单

位的热情，共同造就了山东省文化工作

“开门红”的局面。据山东省文化厅副厅

长、“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艺术创作演出

部部长陈鹏介绍，截至目前，全省系列文

化活动已完成演出 2600 余场，其中既包括

专业性强的京剧、话剧、地方戏、交响乐、

舞剧演出，也包括群众参与性强的综艺晚

会、庙会演出、民俗展示、广场健身舞展

演等。从城市各大文化场馆到各县区场

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大院、社区文

化中心，基本实现了全省各地域和各阶层

人群的广泛覆盖。

“不给基层添麻烦”

近年来，送戏下乡已成为全国各地文

化惠民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文艺院团带

给基层百姓欢乐的同时，演员们的吃住问

题也给基层带来了不小的负担。结合中

央改作风“八项规定”，山东省此次开展的

系列文化活动提出要坚持节俭务实、方便

有效，不讲排场，不搞大投入。

“不增加基层一分钱经济负担，不给

基层添麻烦是我们开展此次活动的重要

原则。”徐向红告诉记者，“喜庆十八大 相

约十艺节”系列文化活动不搞大制作，力

争花小钱办大事，不追求轰动效应，力争

通过整合现有资源，组织举办群众喜闻乐

见、短小精悍的节目和活动。

1 月 24 日，山东省文化厅组织文化下

乡团队赴菏泽市郓城县黄集乡 5 个“第一

书记”帮包村，举办了“文化走亲戚 送戏

帮包村”活动。山东省吕剧院、山东省柳

子剧团等山东省直文艺单位的百余位艺

术家为当地群众送上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10 多位山东省知名书法家为村民们现场

书写春联 300 余副。记者在活动现场看

到，村里的计划生育室被临时改成了演

员化装室，为抵御严寒，化完装的演员们

就在屋里来回走动。近百平方米的屋子

里，一个“小太阳”取暖器是唯一的取暖

设备。

“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同样重要。”

山东省文化厅派驻黄集乡侯庄村的“ 第

一书记”杨洪生说，艺术团下乡演出，在

文化惠民过程中激发了当地文艺骨干的

热情，给基层注入“文化血液”的同时，也

有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身的“文化造血”

功能。

打好民间、专业“结合战”

在此次系列文化活动中，山东演艺

集团将充分整合利用现有剧场资源，组

织山东省京剧院、山东省吕剧院、山东省

话剧院、山东省柳子剧团在济南东柳戏

院举办“ 百戏闹春文化 惠 民 ”省 直 院 团

新春戏剧展演；组织山东歌舞剧院和山

东省杂技团，在山东歌舞剧院小剧场举

办“喜迎十艺节 歌舞庆新春”省直院团

歌 舞 杂 技 展 演；山 东 省 话 剧 院“ 亲 子 剧

场”每个周末还将为孩子们演出经典童

话 剧 。 山 东 演 艺 集 团 董 事 长 段 雨 强 表

示，至 2 月底，山东省直院团将天天有演

出，组织名家新秀为泉城观众奉献精彩

剧节目。

如果 说 专 业 剧 团 的 市 场 主 要 在 城

市，那么活跃基层文化的主力则非庄户

剧团莫属。

“此次系列文化活动，除组织国有文

艺院团参加外，我们还广泛吸收了民营职

业剧团、庄户剧团、民间演艺组合等民间

文艺团队参加。”说起民间庄户剧团的作

用，陈鹏如数家珍。春节期间，淄博市将

发动全市专业艺术院团、民营剧团、庄户

剧团等各类演艺团队，共同开展送戏下

乡 活 动，计 划 演 出 400 余 场 。 德 州 市 武

城县开展的“银蛇起舞迎新年”“欢乐吉

祥过大年，阖家团圆迎新春”等主题活动

则完全由县里各类民间文化团队演出。

东 营 市 举 办 的“ 相 约 十 艺 节 全 民 共 欢

乐”2013 年“黄河口之春”活动，将于 2 月

14 日至 24 日以当地业余艺术团体为主

举行新春系列文艺演出，县区民间舞龙、

舞狮、秧歌等表演队伍还将于 2 月 24 日

举办闹元宵文化活动。

徐 向 红 表 示 ，山 东 将 把“ 喜 庆 十 八

大 相 约 十 艺 节 ”系 列 文 化 活 动 与 宣 传

贯 彻 十 八 大 精 神 、备 战“ 十 艺 节 ”等 各

项 文 化 工 作 结 合 起 来 ，坚 持 向 基 层 倾

斜、向 农 村 倾 斜、向 社 区 倾 斜 。 让 百 姓

享受文化建设成果的同时，充分调动群

众 自 我 表 现、自 我 教 育、自 我 服 务 的 积

极 性，举 办 群 众 乐 于 参 与、便 于 参 与 的

文 化 活 动，最 大 程 度 地 方 便 群 众，实 现

文化惠民。

春节期间安排演出近7000场

山东：文化惠民好戏连台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苏 锐

日 前，全 国 各 地 两 会 陆 续

召开，代表委员在关注经济发

展、社会就业、生态保护等问题

的同时，对文化的关注程度也

日渐升温，有关文化产业发展、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的 提 案 频 频 出

现。南方某省一政协委员根据

自己的实地调查，对我国各地

当前推进文化惠民的方式提出

了独特见解。他指出，目前全

国 各 地 文 化 惠 民 力 度 不 断 加

大，范围不断拓宽，但有些地方

并 未 考 虑 当 地 实 际 ，自 说 自

话 。 部 分 地 区 在 送 文 化 下 乡

时，为达到媒体宣传报道效果，

甚至出现了将基层百姓强拉到

现场观看的情景。

文 化 惠 民 本 是 一 件 好 事，

但说到底是群众自愿的事。经

济发展水平提高了，文化需求

随 之 增 多 顺 理 成章。这时，政

府有效发挥自身职能，整合多方

资源，增加投入，修建设施，搞好

服务，让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无可厚非。只是，任何政策措施

的制定与实施都必须遵循一个

重要原则：实事求是。倘若一味

为了政绩，将文化作为提高综合

考评分数 的 筹 码，其 结 果 必 然

是劳民伤财、为人诟病。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既然

称 之 为“ 软 ”，明 显 与 国 防 、科

技 、经 济 等“ 硬 ”力 量 不 同 ，也

就不能用“硬”方式去发展。两

座城市之间交通不顺畅，修一

条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问题

迎刃而解。试想：如果一座城

市文化实力不够，能通过修建

一座博物馆、一处文化中心来

解决吗？归根结底，提升文化

实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着

急不得。

既 然 不 能 着 急，又 不 是 单

纯靠花钱能解决的事，那么各

地 政 府 就 需 要 静 下 心 来 想 一

想，到底什么是文化，发展文化

为了什么，开展文化工作最根

本要从什么地方着手。据笔者

观察，现在全国各地发展文化

的 热 情 普 遍 很 高 ，这 值 得 肯

定。增加文化建设预算投入，

修建上万平方米的文化设施、

常年送戏下乡等举措都利于文

化惠民。但风风火火搞完了，

百姓的反响怎么样？是否真的

把戏送到了百姓心坎上？文化

设 施 是 否 能 够 真 正 利 用 起 来

了？这些都值得重视和思考。

以文化设施建设为例。作

为公益性服务设施，公益性、基

本性、均等性、便利性是文化设

施修建的前提条件。一栋建筑

建起来容易，用好却很难。目

前 普 遍 存 在的情况是，一方面

政府出台文件要求修建配套文

化设施，另一方面却因为城区地

价高等问题而受阻。转而求其

次，在城郊看到挂着“市民文化

艺术中心”牌子的建筑也就不足

为奇了。本来是为方便百姓的

事儿，结果修在了郊区，徒步过

去不现实，公共交通线路少，设

施利用率低的问题随之出现。

除 了 文 化 设 施，文 化 服 务

问题也迫在眉睫。送戏下乡、

送书进村、送电影进基层这些

活动在刚一推出时确实受到百

姓欢迎。但几年、十几年过去

了，送的戏永远是固定的那几

个剧目，书也是五花八门、不切

实际，电影更是一些“ 老掉牙”

的题材……这或多或少都给文

化惠民这件好事蒙上了一层“雾

霾”。笔者认为，既然是好事，就

要从头到尾做好，善始善终。拿

送书来说，能否在派送之前先征

询基层百姓的意见，看他们到底

需要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报。

是想看京剧《智取威虎山》还是

吕剧《苦菜花》？或者更进一个

层次，给百姓送一些放映设备，

让他们自行下载电影资源集体

观看岂不是更好？

在 这 一 方 面，山 东 省 的 一

些做法值得借鉴。前不久，借

文化“ 走亲戚”活动，山东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

徐向红与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李

西宁带人将 5 套移动放映设备

送 到 了 菏 泽 市 郓 城 县 百 姓 手

中。“ 移动放映设备携带方便，

村民只需配上幕布，即可在村

里自行放映电影。”据李西宁介

绍，这些移动放映设备均可与

山东省图书馆的数字共享资源

库联网，时常更新的数字资源

让百姓有了更多选择权。

对 于 工 厂 来 说，大 投 入 可

能意味着高产出。但对于文化

建设来讲，投入多与效果好未

必对等。硬件达标是一方面，

维护好、利用好现有资源更重

要。增加设施利用率，提高文

化服务针对性，花小钱办大事，

文化盛宴才不至于有“ 剩饭”，

文化惠民才不至于成“扰民”。

热情服务也要合情合理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宁昊然 通

讯员钟宁）记者日前从山东博物馆获

悉，春节期间山东博物馆将举办“不只

是看客——山东博物馆自然贺岁特

展”“喜自画来——南北年画贺新春”

“清代楹联展”等展览活动。

“不只是看客——山东博物馆自然贺

岁特展”将于2月2日开展。该展是寒假

期间面向青少年推出的临时展览。展

览将以山东博物馆 2012 年新征集动物

标本为主体，展出沙漠之舟、草原雄狮、

北 极 冰 熊 等 动 物 标 本 79 件，包 括 鱼

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竭力营

造地球家园，还原魅力自然。“喜自画

来——南北年画贺新春”展精选140余件

来自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山东杨

家埠、高密的年画精品。“清代楹联展”

将展出山东博物馆馆藏清代郑板桥、

曾国藩、俞樾等名家精品楹联80余副。

今年春节期间，山东博物馆还精

心准备了“动手做年画，体验传统年”

等亲子互动活动。

山东文化市场执法工作获表彰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近

日，文化部公布了 2012 年度全国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考评成绩。潍坊市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局等 3 个单位被评为全

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先进单位，济宁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办理的“牛烽

论坛网络侵权著作权案”等 5 起案件被

通报表彰为全国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文化市场重大案件。山东省文化市

场稽查队则连续 6 年被文化部评为全

国文化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考评是文

化部根据《文化市场行政执法考评办

法》、《2012 年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考评细则》，对 2012 年全国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工作情况进行的全面测评。考

评涉及执法工作情况、文化市场秩序、

监督指导情况、队伍建设情况等五大

方面，涵盖文化市场日常监管、行政执

法的主体资格和权限、行政执法的程

序和依据、执法业务培训情况、监督指

导下级执法工作情况、指导下级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情况等若干考

评指标。

山东博物馆新春活动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