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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称其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如果把济宁近几年来的文化大发展看成是一种连锁反应，那么，引发这种多米诺效应的最初始能量无疑就是‘十艺节’。”谈到盛会举

办给济宁文化带来的改变，周立华告诉记者：“借东风，惠全民，文化大戏唱活了孔孟之乡。”

9 月 27 日晚，曲阜市大沂河文化

广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秋夜的寒

凉难抵观众热情，“欢庆文化节、喜迎

国庆节、相约十艺节”文化惠民演出

激情开唱。“今年孔子文化节，取消开

幕式，代之以文化惠民演出。”从济宁

赶来“突击检查”惠民演出落实情况

的周立华告诉记者：“孔子文化节、国

庆节、‘十艺节’三节连庆，济宁市文

化惠民工程领导小组倡导取消大型

庆典，将省下来的钱用于增加送戏下

乡的场次。”

文化惠民工程领导小组是济宁市

建立文化惠民常态机制的有力之举。

近年来，济宁市委、市政府结合民生保

障体系建设和“五城同创”工作，专门

成立了文化惠民工程领导小组，把文

化惠民工程纳入为民办十件实事的重

要内容，在设施、资金、政策、人才等方

面给予充分保障，从而使遍布城乡的

文化惠民活动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特别是 2013 年以来，济宁以“唱

响中国梦 喜迎十艺节”为主题，制定

了全年的文化惠民计划，开展了“千

场大戏进农村”、“万场演出惠民生”

演出活动，实施了有线电视入户、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等惠民工程。截至

目前，“千场大戏进农村”惠民演出已

累计演出 1572 场，完成了全年任务的

157.2%；“万场演出惠民生”活动全市

共建成“百姓大舞台”3058 处，举办各

类文化惠民培训班 321 期，登记造册

群众文化队伍累计 3488 支，群众文化

队伍演出 11957 场，完成了全年任务

的 114.09%。全市有线电视用户已达

1820666 户，入户率达到了 79.81%，完

成了全年任务目标的 86.3%。全市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 53473 场，完成了全

年任务的 71.3%。

文化惠民机制常态化

“‘十艺节’是艺术的盛宴，是对近几年来全国文化艺术成果的一次检验和

展示。”在济宁市文广新局局长周立华看来，它更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难得机遇，

藉着“十艺节”的东风，济宁文化事业乘风破浪，文化产业百舸争流，文化改革

成效显著，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高亢嘹亮的管乐、柔和典雅的弦

乐、激情彭湃的打击乐、幽深宽厚的木

管乐……这些在全国都难得一见的民

间音乐形式于今年 5 月 31 日在济宁市

声远舞台进行了集中展演。历时两天

的“十艺节”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

（职业组）组合展演经过复赛、决赛于 6

月 1 日在济宁市落下帷幕。共有来自

包括山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央

民族乐团在内的全国各地 38支专业民

族 乐 团 近 600 人 参 加 了 此 次 展 演 比

赛。参赛的各代表队都对场馆的设备

和音响表示满意。声远舞台的使命不

仅仅是举办这么一场比赛，盛会过后，

将有更多的老百姓走进这里。

为切实达到“十艺节”组委会提出

的“市级三馆达到国家一级馆，县级两

馆达到国家二级馆，所有乡镇综合文

化站、村文化大院全覆盖”的目标要

求，“十艺节”济宁市筹委会主任、市长

梅永红和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签

订了《目标责任书》，并提出了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的任务目标和具体时间要

求。

截至目前，济宁市共建成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 152个，实现了全覆盖；

建 成 村 文 化 大 院 5853 个 ，覆 盖 率 为

96.85%；建成农家书屋 5788 个，基本实

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并成为全省农家

书屋建设先进单位；兖州市、曲阜市、

邹城市、金乡县 4个图书馆达到了国家

一级馆标准。

2012年 7月，济宁市基层公共文化

设施“建、管、用”经验交流会在曲阜市

召开。会议观摩学习了一些基层点，

交流了经验做法，通报了各县市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并且明确

了“场馆建设只有建、管、用三位一体

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的文化惠民作用”。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化

一天 3 场演出，从选择场地到指挥

排练，从县城到乡镇、再到村庄，最近，

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孔凡涛忙得不亦乐乎，看到焕发生机的

剧团，他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有限公司的

前身是成立于上世纪 40 年代的济宁市

豫剧团，2007 年挂牌“济宁市山东梆子

剧院”，2012 年 9 月 11 日，该团的转企

改制工作完成，5 项验收全部完成。

和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一样，济宁

市 6家市直国有文艺院团全部选择转企

改革路径。2012 年 9 月 11 日济宁演艺

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通过改制组

建的济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下设 3 个

子公司，即济宁市杂技演艺有限责任公

司、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有限责任公

司、济宁市艺术团有限责任公司。

破茧成蝶翩翩舞，思路一变天地

宽。改制后的济宁市演艺集团在短短

半年的时间里交出了一份傲人的答卷：

今年 1 月到 5 月，在济宁市开展的“市民

大舞台”、“百姓大舞台”、“千场大戏进

农村”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中，演艺集团

旗下的 3个分公司共进行文化惠民演出

318 场，与往年同期相比，演出场次高出

10 倍；2013 年第一季度 3 个剧院营业性

收入 105万元，比往年同期增长 35%。

改制后的济宁市演艺集团着力打

造了山东梆子《圣水河的月亮》，并于

2012 年 10 月参加全省优秀舞台剧目展

演，成功入围山东省重点推荐剧目，并

在 10 月 6 日参加了“十艺节文华奖”的

最终决赛。院团改制后的成果远远不

止这些：十艺节“群星奖”方面，有 4件作

品入围全国决赛，无论是入围数量还是

质量，都位于全省前列。改制后市杂技

团、市艺术团创作生产了一批杂技、歌

舞、曲艺类优秀节目。

济宁市运用市场机制增强转制院

团的自我发展能力，让文艺院团能够更

好为群众文化生活服务。院团改革，做

到了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

改革文化体制活力增

10月 2日晚，在曲阜大成桥下，腰鼓

队的队员们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激情

飞扬地排练着节目。“琴声悠悠扬扬，奏

响新的乐章……”伴随着一曲《共度美

好时光》，腰鼓队员们，踩着激越的鼓

点，踏着轻盈的舞步，汇成了大成桥下

一道亮丽的风景。

现在，在曲阜，大小广场、各个村

落，各种戏曲、歌曲好戏连台，精彩不

断，角角落落都回荡起了歌声、掌声、笑

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男的女的，老

的少的，跟着音乐节拍和领队的步伐就

跳起来了，精美舞蹈轮番上演。

曲阜作为济宁整体文化建设的一

个缩影，今年来，曲阜开展了“唱响曲

阜，舞动圣城，人人唱村村演”活动，广

大群众积极响应，共组建群众文化队伍

360 余支，文化志愿者队伍达到 3000 多

人，12 个镇街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首演活

动，群众参与活动达 22300 多人次，形成

了“天天有活动、月月有演出、欢乐常相

伴”的浓厚文化氛围。

随着‘十艺节’推进和文化惠民工

程的实施，全市群众的文化热情被调动

起来，他们需要文化活动，并渴望成为

文化活动的主角。

近日，济宁市开展了社区民意调

查，结果显示，群众满意度上升幅度最

大的就是文化。济宁借着“十艺节”的

东风，全市的文化氛围都浓厚起来，艺

术盛会只是起点，济宁的文化大戏刚刚

开锣。

群众文化热情升温

作为文化战线的一名老兵，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指引下，近十年来，从市

广播电视局（台）长、市文广新局长

等位置上一路走来，对文化工作倾

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热情。对此也

有了一点自己的感悟。主要有这

么几点:

一、认识是前提。中央一直在

强调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从十

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

到十七大将“文化软实力”写入大

会报告；从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从

完整意义上制定“文化强国战略”，

到十八大报告再度强调“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

文化创造活力”，我们党对文化建

设规律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

深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

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建设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发展是目的。“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给了济宁很大的光环，

但我们不能动辄就搬出孔孟来炫

耀，也不能老躺在过去的功劳簿

上，而是要积极为文化发展推波助

澜，多做一些具体工作。所以，准

确把握当今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

把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

待，全面推进文化繁荣发展，是一

个文化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文化

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

漫长过程，它的繁荣，一方面需要

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投入，另一方面

更需要民间的文化自我觉醒。文

化与经济建设不同，后者的增长可

以通过盖房子搞项目来拉动，但前

者，必须植根于国民内心之中，方

有不懈的成长空间和动力。特别

是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

种需求愈发的强烈。对于我们这

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让人民享有健

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文化软

实力，也是一个国家富强的重要标

志。面向未来，我们需要着力增强

文化创造能力。

三、惠民是重心。人民是文化

的主体，艺术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最

终标准就是要看人民喜欢不喜欢，

人民满意不满意。文化工作要体

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真

正发挥人民群众在艺术创作中的

主体作用，并让人民真正成为艺术

的评判者，让人民真正成为艺术成

果的享受者。近年来，济宁牢牢抓

住“文化惠民”这条工作主线，大力

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其中，

结合孔孟之乡实际实施的“市民大

舞台”、“百姓大舞台”文化惠民工

程，真正满足了群众的精神需要，

获得了群众的真心赞扬，使得群众

对文化工作满意度连年提升，这就

是“文化惠民”的生动诠释。

四、改革是动力。深化文化体

制改革，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

盼、历史的抉择，是着眼于世情、国

情、党情深刻变化，围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

决策。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

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将文化体制改革理解为“产业化”

或者“甩包袱”，都是错误的。济宁

市直国有文艺院团改制之所以取

得成功，就在于坚持“政府扶持不

变、收入增长不变、演员整体不变、

精品创作方向不变”的改革原则，

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最大限度照

顾了广大职工的利益，改革后没有

“后遗症”，并且发展活力不断迸

发。

五、人才是关键。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必须有人才做支撑。当前

文化建设中一大凸显的问题就是

人才缺乏。尤其是在基层，文化队

伍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年龄偏大、

观点相对落后、知识结构比较陈旧

等问题，难以适应当前文化建设的

新要求。本着“存量优化、增量优

选”的原则，对于存量的文化队伍

可以考虑加大培训力度、合理调整

岗位，想办法优化结构；对于新增

文化队伍，一定要有严格的准入标

准；另外，也可以加大文化志愿者

队伍建设，包括青年和大学生（像

曲阜市“聘请在校大学生担任乡镇

文化站站长助理”的做法等），使之

成为专业文化队伍的有益补充。

“一切为了群众的文化享受”
—周立华谈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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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华谈“十艺节”的多米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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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日晚，《圣水河的月亮》汇报演出在济宁市声远舞台拉开帷幕

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复赛

市民大舞台为济宁群众带来丰富的文化生活

周立华（前排左二）坐客“政风·行风·热线”谈文化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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