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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系统教育实践活动求真求深

践行群众路线 服务文化民生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陈丽媛）8月

24日至 9月 1日，由山东省文物局、香

港集古斋、南京十竹斋、山东天承拍

卖公司、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山

东观象美术馆联合举办的“赖非书法

艺术展”在山东观象美术馆举行。

作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山东艺

术学院硕士生导师，赖非相继出版学

术著作 9种，发表论文 100余篇，独立

或参与编辑、注释、校勘各类资料集

18种，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颇高声誉。

在 刚 刚 落 幕 的 第 六 届 山 东 省

“泰山文艺奖”评选中，赖非凭借隶

书《佛经》荣获“泰山文艺奖”。

一个一个退退伍老兵的文化情结伍老兵的文化情结
——记记郯郯城县红花镇文化站站长肖士伟城县红花镇文化站站长肖士伟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通讯员 徐 磊

他不是文化名人，却为保护、发掘地方非

遗文化倾注了所有；他没有太多豪言壮语，却

凭借对地方文化事业的热爱，二十九年如一

日，驻守在乡镇文化站站长的岗位上，用执着

和激情书写了—

9月 2日，“春雨工程”山东省群星奖优秀作品边疆行活动走进黑龙江省海林

市，来自山东省艺术馆等单位的演员为当地百姓表演了具有齐鲁特色的文化节

目，受到海林市民的欢迎。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摄影报道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文化厅获悉，根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前期征求意见情况，结合文化系统工作实际，山东省文化厅拟出台《整体创建全

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方案》、《推动山东舞台艺术持续发展"4+1"工程实施方案》、《“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方案》、《农村文化广场建设工程方

案》等七大方案，以期文化强省建设在“十艺节”后迈上新台阶。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做出的重大部署。6月初以来，山东省文化厅11

次召开党组会或党组扩大会，10次召开办公室工作会议，在全省文化系统积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活动开展后，山东省文化厅坚持开门搞活动，积极征求群众意见，深入查找问题症结，及时提出整改措

施，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

“赖非书法艺术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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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名家泉城觅知音

本报讯 8 月 31 日，淄博市京剧

院新编京剧《诗杰王勃》在淄博剧院

上演。这是淄博剧院维修改造后试

运行的首场演出。

淄博剧院是淄博市承担“十艺

节”文华奖评比展演任务的重点场馆。

淄博市于 2012年 11月启动淄博剧院

维修改造工程，对剧场进行了全新抗

震加固，对剧场内部的灯光、音响、舞

台、座椅及周边环境进行维修改造和

综合整治。今年 8月 16日，淄博剧院

顺利通过“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检查

验收，为承办好“十艺节”奠定了基础。

淄博剧院始建于 1974年，1977年

10 月投入使用，是淄博市东部城区

重要的文化演出场所，曾接待过中

国东方歌舞团、俄罗斯芭蕾舞团等

国内外名团的演出。“十艺节”期间，

淄博剧院将承担淄博市五音戏剧院

新编聊斋题材五音戏《云翠仙》、上

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沪剧《挑山

女人》、重庆市三峡川剧团川剧《鸣

凤》3台剧目的6场演出任务。

（满 倩 孙长征 晋行健）

“十艺节”淄博主场馆改造后试运行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宁昊然

通讯员赵艳喜）9 月 4 日至 6 日，由山

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省艺术研究

所承办、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协办的“美丽中国梦，多彩十

艺节—全国古琴艺术保护成果雅

集品赏会”在济南举办。

活动包括古琴雅集品赏会、古

琴 艺 术 保 护 恳 谈 会 和 古 琴 艺 术 展

（斫琴艺术展）三部分。

古琴雅集品赏会包括古琴家的

展 演 和 山 东 古 琴 艺 术 传 承 汇 报 演

出。其中，古琴艺术国家级传承人

龚一、刘善教、王永昌，省级传承人

徐君跃、马维衡、高培芬以及多名古

琴艺术家分别用精湛的琴技，呈现

出虞山琴派、广陵琴派等的艺术特

色。古琴名曲《流水》、《平沙落雁》、

《广陵散》等在艺术家的指尖流淌，

让听众感受到古琴的余音雅韵。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为最古

老弹拨乐器之一。古琴艺术是国家

级非遗项目，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典雅的艺术魅力。

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
让 艺 术 走 近 大 众

8 月 24 日，记者见到肖士伟时，他

正 和 建 筑 工 人 在 门 前 空 地 铺 彩 砖 。

黝黑的脸膛、魁伟的身材、粗壮的大

手、爽朗的笑声，举手投足间透着军

人的豪爽与干练。

“铁脚板”下村搞文化不怕累

一间屋子、一张破桌、几张泛黄

的报纸，一个人。回忆刚到文化站上

班的情景，肖士伟说：“真的很难。”

1984 年，肖士伟转业到家乡郯城

县红花镇（原大尚庄乡）当了一名文

化站站长。当时，乡里经费紧张，一

年到头难得搞一次文化活动。而他

也身兼数职，除担任文化站站长一职

外，还兼任乡团委书记和乡镇宣传报

道员。

面对窘境，肖士伟积极寻求主管

部门支持，同时只身奔走乡间，组织

民间艺人和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在

农村巡回演出。

“当了几年兵，练就了‘铁脚板’，

再 远 的 路 也 不 觉 得 累 。”肖 士 伟

说 。 但 他 妻 子 知 道 ，他 一 年 穿 坏 5

双 鞋 子 ，有 的 是 鞋 底 磨 穿 ，有 的

是 鞋 面 露 出 脚 趾 头 。“ 多 为 农 民 组

织 几 场 文 化 活 动 ，再 辛 苦 都 值 。”

他 说 。

由肖士伟执导的双旱船舞、柳琴

小戏、喜庆锣鼓，不但让红花镇百姓

过足了“文化瘾”，还先后在郯城县优

秀文艺节目展演中拿了优秀组织奖、

最佳表演奖等。练得一手好字的他

还自己动手，把乡里、村里的宣传栏

勾画得有声有色。

让双旱船舞获新生

提起双旱船舞，郯城县不少老人

都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初，仅红花镇

百姓自发组织的旱船舞戏班就有 10

余个，“那时，从腊月排演开场，一直

能玩到 3 月，看戏的人有时把院墙都

挤倒了。”

步入 80 年代，红花镇已很难看到

“渔夫”在麦场上“泛舟”的旱船表演

场景，连几声锣鼓也难听到。随着不

少老艺人相继去世，双旱船表演艺术

面临失传。

肖士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民

俗文化、乡土艺术、历史遗迹都是宝

贵财富，抢救保护不好，就是损失。”

他痛心地说。

为把双旱船舞传承下去，肖士伟

找遍全镇的旱船舞老艺人，组织他们

表演节目，并提供场所，帮助培养旱

船舞爱好者。春节、农闲之时，也是

肖士伟最忙的时候，为让更多人了解

双旱船舞，大年初一到初三，他总穿

梭于各村之间，指导村里的老艺人表

演双旱船舞。

从烂摊子到先进文化站

近两年，国家增强对文化的支持

力度，肖士伟干劲更足了，老年门球、

青年篮球、农民象棋、职工乒乓球等，

给红花乡的新农村建设带来了一股

股清新空气。

一走进红花镇政府大院，“红花

镇文化站”6 个醒目的大字便映入眼

帘。站内 24 间办公用房装修一新，

影剧院、农民业余学校、图书阅览室

等 一 应 俱 全 。 2010 年 ，红 花 镇 文 化

站 被 临 沂 市 政 府 授 予“ 全 市 文 化工

作先进单位”和“全市五大惠民工程”

先进文化站。

从一间小破房到 24 间文化室，从

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29 年间，肖士

伟 不 懈 地 追 求 着 自 己 的 乡 村 文 化

梦。当被问到其中的艰辛时，肖士伟

一脸满足地说：“当过兵的人不怕苦。

能为农民带去快乐，我很幸福。”

“他为文化工作付出了很多。”郯

城 县 文 广 新 局 局 长 梅 博 对 记 者 说 。

1992 年 中 秋 前 后 ，马 陵 古 道 建 设 开

工 ，肖 士 伟 带 领 一 批 石 匠 吃 住 在 山

上。立碑、刻字等使肖士伟顾不上妻

子和孩子。工地距肖士伟家不过 1 公

里，一个月的工期中，肖士伟只回过

一次家。那天是 9月 7日，肖士伟正在

山上忙着刻制文化碑，邻居突然跑上

山告诉他 9 岁的女儿病危，让他赶紧

回家。等赶到家时，女儿已错过最佳

治疗时间，不幸离开人世。

自掏腰包建文化中心

采访期间，记者发现不少干完农

活的村民专门来帮肖士伟铺彩砖，看

到记者面露疑惑，一位村民说：“肖站

长打算把自家房子和门前空地建成

大尚庄村文化活动中心，他为我们付

出那么多，我们帮他干点活儿，不算

啥。”

“屋里摆上图书，屋外安上健身

器材，村民晚上可以来跳舞健身、看

书学习。”谈到自己将要建的文化中

心，肖士伟有很多设想，“以后要建个

电子阅览室，还要找镇上帮忙多‘借’

点书。”他说。

建文化中心，肖士伟的妻子不理

解：“花那么多钱，让别人来玩，值得

吗？”肖士伟的妻子告诉记者，为了筹

建文化中心，丈夫从家里拿了 3万元。

妻子不知道的是，肖士伟私底下

还 跟 朋 友 借

了 1.5 万 元 ，

“以后慢慢还

吧 ，最 重 要

的 是 先 把 文

化中心建 起

来。”他说。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陈丽

媛）8 月 31 日，第六届山东省“泰

山文艺奖”颁奖典礼暨第六届山

东国际大众艺术节闭幕式在山东

艺术学院举行。第六届山东国际

大众艺术节以“相约十艺节、文艺

走基层”为主题，“艺术走近大众，

大众共享艺术”为宗旨，在 4 个月

的时间里开展了 50项、100余场活

动，包括艺术展览、舞台演出、文

化产品博览交易、群众文化活动、

艺术高端论坛五大板块，涵盖戏

剧、音乐、曲艺等 12个艺术门类。

本届大众艺术节的最大亮点

是开展“中国梦、琴岛情·全省诗

歌朗诵大赛”“中国梦、舞之美·山

东青年舞蹈家走基层巡演”等小

型专题化的文艺活动。

艺术节期间，为配合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艺术家

协会组成文艺志愿小分队，深入

山东省 10 余个市地，策划组织了

30 余项 较 大 规 模 的 文 艺 走 基 层

活动。

本届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由

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联主

办，山东省各艺术家协会、济南市

文 联 等 单 位 承 办 。 万 余 名 艺 术

家、文艺爱好者、国外艺术家及其

作品参演和参展。

打牢思想基础

7 月 23 日，山东省文化厅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在济南召

开，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山东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要求，对厅机关及直属单

位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动员部署。活动

一开始，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

化厅厅长徐向红强调，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上来，

认真落实教育实践活动任务，推动文化

工作再上新水平。

针对一些单位、党员干部中存在的

思想认识不到位、学习教育不深入的

问题，8 月 3 日，山东省文化厅制定集中

学习工作方案，要求必须始终把自觉学

习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首要任务，严

格 落 实 中 央 提 出 的“ 五 个 不 放 过 ”要

求，进一步强化学习教育，进行“补课”

“回炉”。

在集中学习期间，山东省文化厅坚

持领读、领学、共讨论，确保每个环节不

走过场。在学习规定文件的基础上，组

织座谈交流，剖析并提出具体整改措

施。学习中，领导班子直面矛盾，主动

从思想深处查找问题。

倾听百姓心声

为贯彻省委关于开展党员干部联

系困难家庭工作的意见，山东省文化系

统党政干部走进省文化厅选派“第一书

记”帮包村郓城县黄集乡郭庄、刘楼、侯

庄、义和庄和西张庄，对 24 户困难家庭

走访慰问。

8 月 26 日清晨 5 点，徐向红一行历

时 3 个多小时，来到菏泽市郓城县黄集

乡郭庄村村民仝起武家中。75 岁的仝

起武无儿无女，老伴仝李氏长年卧床不

起。“老人家，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们

一起克服。”徐向红走近躺在病床上的

仝李氏，握着她的手，嘘寒问暖，并送上

慰问金和慰问品。离开时，徐向红留下

了联系方式，并叮嘱他们有困难随时给

他打电话。

老党员平安元提出最近村里电路

常出现拉闸现象，影响正常生活；幼儿

园院长王春兰提出校舍还属危房，需要

更新；村民代表张宏玉提出秧歌队的鼓

小，需要换大的……当天上午，文化系

统党政干部在郭庄村新建的文化大院

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谈会，听取

了郭庄村老百姓的意见。

在义和庄村，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李 国 琳 与 低 保 户 侯 延 花 结 成 了“ 亲

戚”，“大娘，您就把我当亲闺女，咱家

有啥困难就告诉我，咱要把日子过得越

来越好。”

帮群众解决问题

“要建理疗中心了，没想到与厅长

座 谈 还 真 管 用 。”建 理 疗 中 心 的 消 息

一传开，山东省杂技团的职工心里乐

开了花。

7 月 15 日至 17 日，山东省文化厅领

导班子成员带队，分 5 组深入省图书馆、

省杂技团等 19 个省直文化单位调研，与

文化系统职工进行沟通，征求意见。山

东省杂技团的职工在座谈中告诉徐向

红：“杂技表演难度较高，演员常受伤，

希望能建个理疗中心。”

了解该情况后，徐向红立即召开厅

党组会议,为该团职工解决这一问题，指

定项目具体负责人和承办处室。

群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一 开 始 ，

山东省文化厅就坚持敞开大门，真心

征求各界意见。为确保言路畅通，山

东省文化厅在走访座谈“听”意见的同

时，在文化厅官方网站开辟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并在首页醒

目位置设置征求意见专栏。为在山东

省文化系统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

机制，山东省文化厅建立“厅长接访与

约谈”制度，规定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每

星期安排一次。接待过程中，凡能当

场解决的问题就当场解决；需要调查

研究的，接待厅长负责组织相关部门、

单位处理，并将情况及时向群众反馈，

做到事事有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