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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期待着，“十艺节”的脚步近了。当前，山东省正在积极备战。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直单位及各级政

府大力支持。“十艺节”的成功筹备离不开政府的安排部署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的辛勤耕耘。

文化惠民共建共享。奋发有为、积极向上、昂扬的精神风貌是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真实写照。村文化大院、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乡镇综合文化站、基层文艺小团队……基层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在“十艺节”即将来临之际，本报推出“基层文化人物影像”专栏，以记者“走基层”的形式，走访、记录山东省基层文化

工作者的群像，讲述奋战在“十艺节”一线的感人故事。

戏剧复赛首场，上海市虹口区文化馆演出的小品《回家过年》。 侯贺良 摄

□开栏的话





上世纪 60年代，王子华（左）在临清市洼里村帮助文化宣传队排演节目 （资料图）

王子华在组织辅导“夕阳红、心连心”艺术团排练 （资料图）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6月

15日，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

会 第 9 次 秘 书 长 办 公 会 在 济 南 召

开。会议听取了筹委会办公室、外演

及演艺产品交易部、场馆建设部、大

型活动部、社会筹资与市场开发部、

财务部、志愿者工作部负责人的情况

汇报，审议了新闻宣传部提交的《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宣传工作方案》。山

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守刚，山

东省副省长季缃绮等出席并讲话。

会议由孙守刚主持。

孙守刚指出，距“十艺节”开幕越

来越近，各部室要协力同心，增强“底

线思维”意识，充分考虑筹备工作的

复杂性和艰巨性，确保“十艺节”筹备

顺利进行。他强调，下一步，要集中

抓好重点工作，各部室要认真梳理自

身工作重点和难点，增强工作系统

性、预见性和协调性，及时与文化部

等沟通，增强主动性；要改进工作作

风，提高工作效率，转作风体现在“十

艺节”筹备方方面面，要制定制度，落

实责任，发挥好部省互派联络员制度

的作用；要重视安全工作，各部室在

开展工作时要认真排查，将安全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保证电力、通讯等

各项设备运转正常，强化安全保障，

确保大事、小事都不出。

季缃绮要求，要抢抓工期，突出

“早”字，所有工作往前赶；要增强责

任感，狠抓落实，筹备任务要进一步

细化到人。

谈及《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宣传工

作方案》时，孙守刚说，方案主题鲜明、

特点突出、形式多样、切实可行。在吸

收各媒体单位意见基础上，要进一步

开拓视野、提高眼界；新闻宣传报道要

突出山东地域特色和文化强省建设最

新成果；要突出重点，增加创新点，把

握宣传重要节点；要抓好落实，强化与

中央媒体的联系与衔接；加强方案的

具体策划与实施；充分运用好网络新

媒体；加强经费等各方面保障，各部室

也要积极参与宣传报道工作。

“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第9次秘书长办公会召开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备受瞩

目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戏剧门类

作品复赛，6 月 18 日在黄海之滨——山

东威海鸣锣。为期 7 天的时间里，来自

全国 34 个单位的 124 个节目将分 13 场

次切磋。“3 年一度的中国艺术节是艺

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在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弘扬

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文化部副部长董伟在

复赛开幕式上说，这些集中了群众智慧

的文艺作品，将让威海市民领略戏剧艺

术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群星奖奖励对象是由群文工作者

和业余文艺爱好者创作、编导、辅导并

表演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作品。群

星奖评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

展观和“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的宗旨，突出“服务基层、服务农村、

服务群众”的导向，先后推出 3000 余件

优秀作品，促进了群文艺术的繁荣发

展，其权威性、艺术性和广泛性得到了

各界群众和群文工作者的认可。

“‘ 十 艺 节 ’群 星 奖 评 选 包 括 作 品

类、项目类和群文之星三大项。其中，

作品类分为音乐、舞蹈、戏剧、曲艺 4 个

门类。”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

厅厅长、“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常务副

秘书长徐向红介绍，音乐、舞蹈、曲艺复

赛已在此前举办，惠民成效显著。

本次复赛最吸引眼球的莫过近年

来涌现的地方戏和小品。“戏剧复赛作

品共 53 种表演形式，其中部分节目还属

非遗保护项目。”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群文及美术部

部长李宗伟告诉记者，这些作品既继承

了传统文化又进行了创新,具有浓郁的

生活气息、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较高的艺

术水准。位居各报送单位入围复赛数

量之首的山东省，此次共有 8 件作品参

赛,包括儿童剧《我们的名字》、吕剧《村

官上树》、小品《骆驼石》、两夹弦小戏

《爱心家园》、小吕剧《一个钱包》、山东

梆子小品《让座》、小品《将心比心》和小

品《新房之夜》。

戏剧复赛首场，被主持人抛出的吉

祥物“砸中”的观众成为观众评委。“增

加观众评委，调动民众积极性，是‘十艺

节’群星奖比赛的一大亮点。”徐向红介

绍，戏剧复赛每场比赛现场选出 14 位观

众评委与 9 位专家评委对节目评选、打

分，决出晋级最终决赛的节目。

“看戏图个乐呵，这么专业的‘业余

人员表演’，自己还是第一次看。”威海

市民王胜杰对记者说，参赛节目不但题

材丰富，还贴近生活，具有现实意义。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副司长周广莲表示，

戏剧复赛是对近年来群文领域戏剧创

作的大检阅，也是基层群文工作者和业

余文艺爱好者交流、切磋的盛会。

开幕式现场，除群文节目外，承办

方 威 海 市 周 到 的 服 务 让 来 鲁 参 赛 的

团队十分赞叹。记者了解到，为保证

良好演出效果，威海市投资 1000 余万

元，对威海国际会议中心剧场内部灯

光 、音 响 、大 屏 幕 、舞 台 、座 椅 及 周 边

设备设施、地下停车场等进行了改造

和调试。

群星奖戏剧类复赛鸣锣
来自 53种表演形式的 124个节目参加角逐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陈丽媛）6

月 14日至 16日，“喜迎‘十艺节’、全民

共欢乐”全国群文优秀节目惠民展演

在济南进行。

其间，160 余名来自吉林省、云南

省和山东省莱芜市、淄博市的演职人

员，在济南市历城区广场表演了具有

民族风情的朝鲜族、满族、佤族、傣族

等少数民族舞蹈以及“二人转”“太平

鼓”等特色群文节目。

历城区文广新局局长王德福介

绍，此次参演节目大多来自全国各地

基层，工人、农民、教师等社会各阶层

广泛参与，并打破了各地群文活动自

娱自乐的常规模式，每场演出融合了

省外、省内及举办地的优秀节目，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十艺节”的

文化盛宴。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全

国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岗位大练

兵与技能大比武活动部署以来，山东

严格按照文化部要求，正有序推进、

扎实展开相关备赛工作。

目前，山东已制定了《山东省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岗位大练兵、技

能大比武活动实施方案》，对参赛人

员、选拔方法、工作进程、阶段目标、

备赛内容等做了详细规定，要求各市

制定工作方案，做好参赛人员选拔、

培训、考试等各环节工作。

为保障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山东

省文化厅对备赛工作创新举措，确保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加强宣传。

由省文化市场稽查队在山东文化市

场执法网开设岗位大练兵技能大比

武专栏，专门刊发各市备赛信息。目

前已上报相关信息 50 余条。二是以

赛促训。山东省文化厅结合备赛，组

织开展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理论征文

及案例报送活动，并组织举办多项业

务培训。目前山东省文化市场稽查

队已开展网络文化市场监管培训、网

络文化市场以案施训两个培训班，全

省业务骨干 40 余人参加培训。三是

全员在线考试。以全员参加、在线即

时考试为特点，对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机构的所有在岗执法人员（包括机构

领导班子），进行全省统一的政策法

规和业务知识考试。近日，网上在线

考试系统和随机题库已在山东省文

化市场稽查队技术监管中心完成初

建，待调试结束后即可开放试用。

该系统集题库练习、模拟考试、

正式考试、智能评分、成绩排名、成绩

分析等功能于一体。同时根据文化

部大练兵、大比武活动相关要求和山

东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实

际业务需求，涵盖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等市场门类的综合法规知识。届

时，执法人员只需注册账号，填写必

要信息，即可登录系统，利用系统内

的题库进行练习和模拟考试，于 8 月

份参加全省范围内的全员在线网上

考试。

山东创新手段备战文化市场执法比赛

吉滇特色节目让群众乐享文化盛宴

他没有官架子，和许多基层百姓

是好朋友；他把文化工作当做自家事

儿，被称为“拼命三郎”；他一年回不了

几趟家，让子女心生“怨恨”。他就是

山东省临清市文化局原副局长、现任

临清市“夕阳红、心连心”老年艺术团

业务团长王子华。

肩扛自行车的“泥腿子”

王子华是文化部评定的全国农村

文艺先进工作者，也是山东省劳动模

范、“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一系

列荣誉背后，是他用执着走出的基层

文化服务之路。

1964 年 7 月的一天，雷雨交加。一

个肩扛自行车的“泥人”出现在洼里村

村头，他便是应邀来洼里村指导文艺

节目编排的王子华。披着雨衣等在村

口的村民赶忙迎上前，把他让到村东

头的农家小屋。

“那时鲜有人会编排节目，我当时

在 学 校 教 音 乐 ，勉 强 算 个 专 业 人 士 ，

县 里 便 安 排 我 下 乡 指 导 农 村 文 化 演

出。那天，雨下了一天，村里演出没能

如约进行。我知道要下雨，但和村里

约好了，我去了他们不一定排练，但我

不去，他们肯定没法排练。我便冒雨

前去。”王子华说。

“上级又不考核你，把自己搞这么

累干嘛？”妻子徐桂香说。

“上级不考核，老百姓考核呀！”王

子华回了一句：“老百姓对文化演出有

热情和期待，能为他们提供点力所能

及的帮助，我很高兴。”

“父亲对我们兄妹要求较严，所以

小 时 候 我 有 点 怕 他 ，甚 至 他 一 回 家 ，

我就往外跑。”王子华的女儿、临清市

文 化 馆 馆 长 王 晓 燕 对 记 者 说 ：“ 我 成

为文化工作者后，才理解了父亲的工

作，搞文化工作不与百姓接触确实是

闭门造车。”

亲近百姓受欢迎

王子华下村吃饭有两个规矩：一

是伙食不搞特殊；二是吃完一定要留

粮票或钱。

谈到往事，王子华念叨更多的是

村民对他的好：“到了村里，大家都抢

着安排饭，将平时舍不得吃的纯棒子

面窝窝头等美食，全端到桌上，跟酒席

差不多。”三十瓦房有个李姓人家，做

了点好吃的，孩子吵着馋，硬是被李姓

人家撵出门外……

“估计那时我是村里最不受孩子

欢迎的人，我把他们一年一次‘打牙祭’

的机会都占去了。”说到动情处，76 岁

的王子华眼圈泛红。“大家对我好，我

只能尽量帮助他们，后来，我还专门学

了钉鞋扎、修表、绑笤帚……谁家有需

要，就顺手帮忙做。”他说。

王 子 华 业 余 时 间 发 表 作 品 90 余

万字。打开《王子华小品集》，常会为

其 中 鲜 活 的 情 节 所 感 染 。 1997 年 中

央 电 视 台“ 春 兰 杯 ”春 节 晚 会 节 目 评

奖现场，王子华创作的小品《鞋钉》获

一 等 奖 ，他 与 演 员 黄 宏 、巩 汉 林 一 起

登上领奖台。谈及小品创作的成功，

王 子 华 说 ：“ 亲 近 农 民 、扎 根 农 村 、扑

身学习是我创作的‘三大法宝’。”

没有周末的文化馆长

王子华的日程中没有节假日。一

米七五的身高，健壮的身材，王子华给

人典型山东汉子的印象。但长期的超

负荷工作却悄然透支着他的健康。

1979 年 ，山 东 省 文 艺 汇 演 开 办 。

聊城市 8 个县（市）集中至招待所排练

节 目 ，王 子 华 任 聊 城 节 目 排 演 总 导

演。“我不仅要盯着舞台，还要负责演

出人员的吃喝，感冒了，连买药时间都

没有，两个脚像踩在棉花上似得，没一

点劲儿。”王子华说。

排 练 结 束 ，王 子 华 实 在 撑 不 住

了。第二天早上，整个演出团队集合，

唯独少了王子华。带队领导开车到王

子华家里，他挣扎了几次，想起床，可

都起不来。

被送到医院，打了针后，王子华感

觉病情有所好转，不顾大家反对，他拔

掉针头跟着演出队去了济宁。演出当

晚，他兴奋得像个孩子。演出结束回

到家的第二天，却开始全身浮肿，下不

了床。

急性肾炎，医生给出诊断。在聊城

住院一年，病情仍不见好转。王子华转

院至临清市第二人民医院，一年后，再

次转院北京。大夫说他患得根本不是

急性肾炎。王子华着急地说：“不是急

性肾炎，难道是癌症？还有多长时间？

我还有很多节目没编完啊。”大夫指着

他的脑门说：“你这病是累的，加上感冒

没及时治疗，脏腑器官已不协调。”

从 北 京 回 来 ，王 子 华 仍 下 不 了

床，走几步身 体 就 会 浮 肿 ，他 索 性 躺

在 床 上 写 剧 本 ，在 床 边 指 导 节 目 编

排 。 别 人 劝 他 别 太 拼 命 ，王 子 华 却

“ 不 领 情 ”：“ 又 不 是 癌 症 ，工 作 不 能

耽 搁 。”后 来 ，他 开 始 下 床 慢 走 ，从 只

能走几步，坚持到最后康复。

桑榆未晚，飞霞满天。退休后的

王 子 华 依 然 坚 守 基 层 文 化 服 务 阵

地 ：他 不 但 带 领 临 清 市“ 夕 阳 红 、心

连 心 ”老 年 艺 术 团 演 员 进 行 文 化 惠

民 演 出 ，还 常 熬 夜 为 各 类 文 化 惠 民

节目修改剧本。

如 今 ，临 清 市 文 化 惠 民 演 出 的

舞 台 上 又 多 了 位 年 逾 七 旬 、带 着 墨

镜 的 指 挥（由 于 常 熬 夜 ，他 的 眼 睛 已

不 敢 直 视 舞 台 上 刺 眼 的 灯 光 ，只 能

戴 墨 镜）。“ 人 活 着 就 得 做 有 意 义 的

事 ，对 我 来 说 ，为 基 层 百 姓 谋 福 利 就

是 最 有 意 义 的 事 。”面 对 身 边 人“ 让

他 多 休 息 ”的 忠 告 ，王子华笑道：“为

基层文化奔走，再累都值。看见农民

的笑脸，再苦我心里也是甜的。”

坚守基层文化阵地的“拼命三郎”
———记临清市文化工作者王子华—记临清市文化工作者王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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