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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诸城艺术团作为山东省试点，率先开展文化体制改革，由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整体转企改制。转企 4 年来，该团已成为

演出阵容完整，编导队伍齐全的艺术团体。谈起院团改制的成绩，诸城艺术团团长韩鹏连连摆手：“我没想过宣传成绩，我只是想让别

人知道，改制后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文化
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不断发

展的今天，农村地区文化生活缺位

的现象依然存在。“农闲时节哪里

逛？抽烟喝酒打麻将。”按照中央

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近年来全国

各地陆续开展送戏下乡活动，专业

院 团 深 入 农 村 、社 区 ，就 地 搭 台 。

送戏下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

文化生活贫乏的难题，但

也 存 在 诸 多 需 要 完 善 之

处，最突出的问题是专业

院团与农村的供需矛盾。

以山东为例，山东于

2012 年起推出“一村一年

一场戏”工程，旨在充分

保障基层群众文化权益，

让每位村民均可享受文化

艺 术 繁 荣 发 展 带 来 的 实

惠。如果仅靠专业院团，

这一工程目标显然难以实

现。山东省文化厅艺术处

日前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省

行政村总数与市、县级专

业、民营院团总和比例大概

为 100 比 1，即全省每家文

艺院团每年需赴基层演出

约 100 场，这显然不切实

际。首先，各地村落分布比

较分散，部分村庄地处偏远

山区，院团奔波时间较长；

其次，不同时节村民的劳

作时间有变化，若在农忙

时节演出，会影响送戏下

乡 的 效 果 。 结 合 本 省 实

际，山东充分发挥基层庄

户剧团作用，成效明显。

此外，山东鼓励省级文艺

院团下乡演出，并规定演

出场次，也取得一定成效。

多种演出主体互补，

为送戏下乡实现广泛覆盖提供了保

障。与此同时，如何监管、如何保证

送戏效果的问题也摆上了台面。此

前山东某地曾声称当地已提前实现

送戏下乡全覆盖，但记者调查后却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个别地区弄虚

作假，将一些民营院团在乡镇大集

的商业演出冒充送戏下乡，在上报

材料时更是虚报演出场次，当地很

多村民表示村里从未演过戏。要想

保证送戏下乡取得成效，笔者认为

政府、院团、文化主管部门应形成合

力。

政府层面应发挥自身职能作

用，以“区别对待、分级负担”的原

则设立演出专项资金，对

各地送戏下乡活动进行补

助，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

个 人 不 得 以 任 何 名 义 挪

用。文艺院团在完成规定

任务同时，应将送戏下乡

视作锻炼提升团队创演能

力的契机，多给年轻演员

创造登台机会。文化主管

部门则应建立健全监管系

统，可以通过建立网络信

息管理系统的方式，摸清

行政村和各地文艺院团情

况，在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

对演出安排、实施情况进

行网上公示；结合不同地

区基层群众的不同文化需

求，采取菜单式服务，实行

阳光透明的政府采购，统

筹调配演出资源。

一位长期研究基层文

化活动开展情况的专家表

示，设施落后、形式单一、

内容贫乏已成为阻碍基层

文化繁荣的“三座大山”。

文化产品资源稀缺、供给

不足正在助长城乡文化发

展水平差距。笔者认为，

当前我国农村很多地区已

实现“电视家家有，网络户

户通”。相比于电视综艺

节目，多数基层群众却更

希望看一台精彩的传统大戏。这台

戏的艺术水准或许不是国内一流，

但演员表演背后所蕴含的“民族味

儿”却寄托着百姓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渴望。从这一层面讲，破解农村

看戏难题时不我待，需多措并举加

以解决。

本报讯 （实习记者王松松 通讯

员罗琦）8 月 28 日，“明韵清风——青

岛市博物馆馆藏明清书法作品展”在青

岛市博物馆开展，共展出明清两朝著名

书法家的作品 46幅。作为青岛市博物

馆馆藏明清书画系列专题展的第二季，

此次推出作品均为国家一、二级文物，

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底，同时配有作者

小传和作品简析，让观众从中体味明清

600年间传统书法的发展与流变。

此次展览分为明、清两部分，明代

包括文征明、徐渭、董其昌、米万钟、憨

山、刘重庆等名家的行草之作，其中不

乏高逾 3 米的鸿篇巨制。憨山曾因在

崂山太清宫前建海印寺而引出一场著

名的皇家官司，其作品因此颇具传奇色

彩。清代展品既有清初大儒王铎、傅山

的作品，也有清中四大书家刘墉、铁保、

翁方纲、永瑆的代表作。此外，扬州八

怪中的郑板桥、黄慎的作品，禁烟总督

林则徐的四条屏也同场展示。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陈丽媛）第

十三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于

9 月 6 日至 9 日在淄博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本次陶博会将在主展区设当

代国窑展、淄博日用陶瓷精品展、中

外陶瓷名企展、建筑陶瓷和功能陶瓷

应用展、琉璃丝绸特色展、淄博工艺

美术陶瓷及出口产品展销会等 6 个板

块，集中展示淄博陶瓷的最高水平和

创新成果。市民可在现场感受淄博

陶瓷魅力，还可与大师互动，参与陶

瓷制作。

淄博是中国五大瓷都之一，是被

国家权威机构首家命名的“中国陶瓷

名城”，2008 年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

予 淄 博 市“ 淄 博 陶 瓷·当 代 国 窑 ”称

号，目前，淄博陶瓷已逐渐形成高级

日用陶瓷、建筑陶瓷、艺术陶瓷、高技

术陶瓷、陶瓷机械、高级耐火材料等

产业类别，日用陶瓷产量居全国第二

位，建筑陶瓷总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淄博现有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 13 名，

省级陶瓷艺术大师 151 名，青年陶瓷

艺术家 50 名。

本报讯 （实习记者王松松 通讯

员卢绪乐）8月24日至26日，第二届日照

国际动漫节在日照市博物馆举办。精彩

的COSPLAY比赛、绚丽的COSPLAY摄

影、知名漫画家的见面互动，吸引了数

万名动漫爱好者前来参观。本次动漫

节，作为日照市喜迎“十艺节”系列活动

之一，采取市场化运作，以独特的办展

方式和活动安排，进一步链接了文化创

意产业与文化制造业，促进了文化企业

动漫产品的研发和设计，夯实了日照市

动漫产业跨越发展的良好基础。

挖文化底蕴 建特色城镇
——东平县东平县古玩街开市侧记古玩街开市侧记

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

8 月 22 日，位于山东省东平县西南部的州城街道民族古玩街人山人海，鞭炮锣鼓

声不绝于耳，百家古玩商铺聚集于此，共同鸣鞭开市。这是东平县继十里宋街、万里故

居、县工委纪念馆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化旅游项目。来自济南、曲阜、聊城、济宁等地的

古玩经营者云集于此。现有古玩店 50 余家，流动摊位 100 多个。开市当天，省内著名

古玩收藏专家们走访了多家古玩商铺，与店主交流收藏心得，免费为藏友鉴宝。

破茧成蝶舞翩翩

青岛市博物馆举办馆藏明清书法作品展

第十三届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启幕

日照市举办第二届动漫节

近日，大型歌舞表演《日出先照》收官演出结束，该剧今年共演出 10场，接待观众人数 1.1万余人。据介绍，大型歌舞表

演《日出先照》，是日照市委宣传部、日照市文广新局从 2010年开始打造并推出的全新概念的地标性大型旅游演艺节目，被

列为 2013年“相约十艺节·欢乐大舞台”日照演出季系列活动重点项目之一。自推出以来,累计演出 90余场,国内外观看人

数突破 11万余人次。 梁辉 潘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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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市艺术团改革侧记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通讯员 肖延安

诸城市艺术团到农村社区演出舞蹈《欢庆》

藏友们拿出收藏的珍品请专家鉴定 周广莹 摄

大众享受宝物

“这是一件明代炉钧釉笔洗，涮

笔用的，东西挺好，可惜有点残。不

坏的话，市场估价 10 万元……”山东

省人文艺术研究院石刻及古陶瓷艺

术研究员姜爱国一边把玩着物件，一

边向前来咨询的古玩店老板细说着

“宝贝”的来历与用途。在东平县，这

位扎根民间、独具慧眼的文物收藏专

家姜爱国的名字，早在 7 年前就被镌

刻 于 故 宫 博 物 院 捐 赠 馆 内 的“景 仁

榜”上了。

“古玩街的成立，一方面可以挖

掘当地的宝贝，还可以通过更大范围

的交流吸收外来文化，提升民众的文

化素养。”姜爱国表示收藏对一个人

的修养甚至性格都有潜移默化的影

响。“刚开始占有欲比较强，捡漏儿的

时候非常兴奋，但是当我把物件研究

透彻的时候，那种感觉更愉悦。”30 年

来姜爱国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对他

而言，现在只要能瞧上一眼“宝贝”就

是一种享受，那种占为己有的欲望逐

渐消失了。“随着全民族文化自觉时

代的到来，把古人的智慧留给后人，

让文化的血脉流传永续，是每一个中

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用“责

任”和“亲情”概括人的一生，“带着责

任 和 亲 情 做 任 何 事 情 都 会 是 完 美

的”。

延续古人智慧

2006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第一个

“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姜爱国向北

京故宫博物院无偿捐赠了 133 件古代

陶塑制品，包括 7件绞胎球、99件陶塑

和 27 件陶范。首都博物馆瓷器专家

王春诚评价说，这些藏品是研究当时

民俗和社会生活及佛教发展十分宝

贵的文物资料。

姜爱国从事收藏 30 余年，从最初

收藏邮票、书画、玉器到陶瓷器、石

雕，他视每件藏品为自己的“儿女”。

他表示，收藏本身就是增长知识的过

程，捐赠的那 7 件绞胎球是他十几年

前发现的，起初以为是握在手中的健

身球，但在 2005 年的时候，他看到故

宫博物院杨静荣发表的一篇文章，才

知道那可能是“捶丸”用的击角球。

“这 些 珍 贵 的 文 物 如 果 放 在 我 的 手

里，不能展示和宣传东平文化，一旦

在民间流失就失去了它们应有的价

值，能够捐给博物馆，等于给这些儿

女找了一个好归宿，也算了却了我的

一桩心愿。”姜爱国说。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

任陆健夫说，民族古玩街的成立是丰

富文化市场的重要途径，是促进文物

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延续古人智慧

的重要手段。他建议州城民族古玩

街抓住机遇，广泛开展每周鉴宝、收

藏高峰论坛、藏品专场拍卖、个人书

画藏品展等活动，把这条街打造成展

示州城形象的一张“名片”。

市场前景看好

开市当天，从东平县城赶来“寻

宝”的孙长仁，一副农民打扮，背着手

游走于各家店铺。“收藏就是学习文

化，我是来学习的。过去这个地方叫

宋城，光牌坊就有72个，文化底蕴十分

深厚，出过不少好东西，希望可以看到

能够代表东平文化有份量的东西。”

28 岁的古玩店老板庞广臣，自小

爱好古玩。“现在还没有买卖，就看以

后了，以后人肯 定 能 多 起 来 。”他 对

古玩街以后的发展充满信心：“这个

地 方 以 前 比 较 冷 清 ，有 几 家 饭 店 做

一些传统美食，比如扁食、烧饼、地

方特色菜，但是因为没有人来，效益

不好，自从古玩店入驻以来，他们的

生意红火起来了。”

东平县委常委、县景区管委书记

陈传帅介绍，为吸引商家入驻，政府

采取房租优惠政策，为保障古玩街各

商铺的安全，州城街道警务室就设在

古玩大街上，并为每一家商铺安装了

防盗门，30 余个摄像头 24 小时监控，

保安不定时巡逻。“古玩街建在这里

也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很多住户

愿意把房子低价出租给商户，老百姓

从心底里觉着古玩市场有发展。”陈

传帅说。

“每次演出都是一次考核”

“改制道路的艰辛不言而喻，要是

没有政府‘扶上马，送一程’的支持，我

们不可能走到现在，政府每年都会拿出

191 万元来采购我们的文化产品，这部

分资金是我们发展的物质基础。”

改制之初，诸城市政府创新采购文

化产品的形式。艺术团生产创作出“文

化产品”后，再由政府出资采购，让当

地老百姓免费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

“ 在 同 等 条 件 、同 等 演 出 质 量 的 前 提

下，政府优先购买改制后艺术团的演

出和服务。”诸城市副市长许传平告诉

记者，为确保政府采购文化产品资金

的 使 用 效 益 ，政 府 每 年 1 月 份 与 改 制

后的艺术团签订采购文化产品协议，

并采取预付部分采购资金的办法，“诸

城艺术团提出申请，经诸城市文化新

闻出版局和诸城市财政局审核，报诸

城市政府批准后拨付。”

“审核的过程就是一种考核，政府

会派专员就演出场次和节目质量到各

个社区进行调查摸底。”不只韩鹏，整个

艺术团的人都知道考核的重要性，“要

保住政府订单，我们需要老百姓的好口

碑，我们把每次演出都当作一次考核。”

“唱戏就是劝人方”

“要想赢得老百姓的喜爱，就不能

敷衍他们。”刚改制那会儿，为摸清老百

姓的文化需求，韩鹏曾多次带领团里的

人到村庄、社区征求节目改进的意见，

创作出不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剧目。

茂腔小戏曲《特别条件》是诸城艺

术团的自创节目，也是最受诸城老百姓

欢迎的节目之一，戏中的婆婆把奶奶赶

出家门，儿媳妇结婚前却提出婆婆不把

奶奶接回来，自己不进家门的条件。该

戏通过儿媳妇“巧”劝婆婆养老的故事，

宣扬了“孝”的主题。“我在村广播喇叭

上，一遍一遍地讲年轻人要孝顺，听进

去的人很少。”说起《特别条件》给社区

带来的变化，龙都街道邱家七吉社区主

任杨广福深有感触：“现在社区里多了

不少帮婆婆晒被子、洗衣服的儿媳妇。”

“唱戏就是劝人方，自古就有这样

的提法，我们的演出面向的是基层的老

百姓，他们看不懂很专业的节目，所以

我们要演老百姓身边的事儿，讲基层群

众听得懂的理儿。”韩鹏告诉记者：“劝

人，就是文化工作者的使命。”

“院团有一定的文艺特殊性，具有

舆论引导和精神塑造的社会职能。”在

实际工作中，韩鹏时刻提醒自己：转企

改制，社会责任不能丢。

“路子弯了走不长”

“转型不意味着要降低身段去迎合

市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不顾

艺术规律，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路子

就会走弯。”对于改制院团的发展方向，

韩鹏表示：“路子弯了走不长。”

8月 20 日晚，诸城市艺术团来到朱

解 社 区 ，与 社 区 群 众 搞 起 了 文 化 联

欢。“我们搭起舞台，让群众走上舞台

当‘明星’，演自己喜欢的节目。”诸城

艺术团副团长李宁告诉记者：“本来计

划的演出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实际却

演 了 将 近 3 个 小 时 ，社 区 群 众 自 己 演

了 15 个节目。”演出结束后，不少群众

自发帮助艺术团的演员装车。“老百姓

是最朴实的，他们喜欢你，就会全心全

意地帮助你。”

“七八十年代，艺术团的前辈们推

着地排 车 为 老 百 姓 送 戏 ，现 在 交 通 工

具和演出条件大大改善，但这种坚持

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要传承。”韩鹏告

诉记者：“为老百姓服务的路子永远不

能变。”

诸城市艺术团成立于 1954 年，原为

诸城县茂腔剧团。“他们走向田间地头，

表演那些反映国家政策、贴近百姓生活

的剧目，受到老百姓欢迎，实现了剧团

发展和丰富百姓文化生活的双赢。”诸

城市文广新局局长王聚培说：“为群众

服务的精神，剧团已经坚守了 5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