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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每一张笑脸都在期待着、每一双眼睛都在注视着的艺术盛会“十艺节”，终于在 10月 11日迎来大幕开启的这一刻。
夏末秋初的齐鲁大地，凉风习习、艺菊盛开。这是一届意义不同寻常的艺术节，它既是向新中国六十四华诞的一

份献礼，也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后举办的首次国家级艺术盛会。在绽放的“十艺节”舞台上，我国文艺事业将接受检
阅。从 2010年接过承办大旗以来，山东将“十艺节”筹办贯穿到了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全过程，提出要将筹办过程变为
文化惠民的过程。在过去的 3 年多时间里，山东省秉承“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理念，举省办盛会、创新办盛
会、节俭办盛会，努力把“十艺节”打造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节日。

重 点 文 化 场 馆 是 举 办 艺 术 节

的重要载体，也是为群众提供优质

文 化 服 务 的 必 要 前 提 。 2012 年 2

月 16 日 ，“ 十 艺 节 ”山 东 省 筹 委 会

在山东济南召开第三次会议，并与

各市签订《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筹备

工作目标责任书》。山东省领导在

会上强调，要把场馆建设作为一项

大事抓紧抓好，严格实行项目领导

责任制，按照工期全力推进，保证

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力争把“十

艺节”场馆建成标志性文化设施和

建筑精品。要统筹改善全省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把筹办“十艺节”的

过程，作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过程，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

公共文化服务。统计数据显示，筹

办“ 十 艺 节 ”以 来 ，截 至 今 年 7 月

底，山东用于全省五级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建设资金达 177 亿元。

9 月 5 日 ，“ 十 艺 节 ”全 国 优 秀

美术作品展览终评工作会在山东

省美术馆新馆举办，全国知名美术

专家、学者对 568 件初选入围作品

进行了终评。值得一提的是，这也

是山东省美术馆新馆投入使用后

承接的首次活动。山东省美术馆

新馆位于济南市山东博物馆东邻，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51709.4 平 方 米 ，地

上四层局部五层、地下一层。这座

场馆的建筑主体将以正方体为代

表的城和以正方体变体为代表的

山巧妙融合，建筑顶层的天窗设计

象征着泉，体现了济南泉城的城市

特色。山东省美术馆馆长徐青峰

介绍，在新馆设计论证阶段，综合

比较了投标国家美术馆新馆建设

的 100 多家公司的设计方案，根据

不同设计方案的优劣得失，考证出

较 为 合 理 的 各 区 域 面 积 分 配 比

例。据了解，山东省美术馆新馆一

至三层展厅实际使用面积为 8502

平 方 米 ，实 际 可 用 展 线 为 2125

米。徐青峰说：“按照每幅作品 1.5

米，作品间间距 1.5 米计算，共可展

出 708 幅作品。”

除 省 级 文 化 场 馆 ，各 市 、县 的

场馆设施也已经准备就绪。

“十艺节”筹办期间，山东省及

各市高度重视场馆设施的建设改

造 ，重 点 场 馆 资 金 总 投 入 达 98.31

亿元，其中承担“十艺节”演出任务

的 场 馆 有 52 个 ，直 接 承 担 文 华 奖

比 赛 的 场 馆 有 28 个 ，1200 座 以 上

的大型场馆有 17 个。值得注意的

是，相当一部分场馆建设在市、县

级，这对于省、市、县、乡、村五级公

共服务文化体系建设起到了有力

的推动作用。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是构建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城乡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以及保障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作为

我国高水平的综合性艺术活动，中

国艺术节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

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

此层面来看，山东近年来大力推动

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与“十艺节”

的举办有着互为抓手、互相促进、相

辅相成的关系。

8 月 15 日晚，在济南市赤霞广

场举办的“十艺济南”济南市首届

“民歌·民舞·民乐”大赛颁奖汇报演

出赢得了现场 2000余名观众的阵阵

掌声。“巍巍泰山下，滔滔黄河边，

有一个美丽的城市让我眷恋……”

随着济南军区老战士艺术团《济南

我可爱的家乡》的开唱，一场民族味

十足的汇报演出就此拉开帷幕。高

亢嘹亮的大合唱将现场观众的热情

瞬间点燃，不少观众纷纷起立鼓掌。

“我从小在济南长大，《济南我可爱的

家乡》唱出了济南人爱家乡的情怀，

很受感动。”家住郎茂山小区的马建

华激动地说。“此次汇报演出既是济

南市首届‘民歌·民舞·民乐’大赛

的一个成果展示，也是济南市不断

推行文化惠民政策，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的缩影。”“十艺节”济南市执

委会群文活动部副部长张军介绍，

作为“十艺济南”济南市“喜迎十艺

节·全民共欢乐”系列主题活动的

重 要 内 容 ，济 南 市 首 届“ 民 歌·民

舞·民乐”大赛将民族歌曲独唱、合

唱，民族舞蹈独舞、群舞和民族器

乐独奏与合奏等诸多艺术形式做

了一个较为全面、集中的展示，活

动在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展现泉城

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更为“十艺

节”在济南市举办提供了重要的群

众文化支持。

上述活动仅是山东省借力“十

艺节”推进文化惠民的一个缩影。

今年 4月，山东省文化厅正式下发全

省深入开展“唱响中国梦，喜迎十艺

节”群众文化活动的通知。通知要

求，山东省今年将在群众文化领域

开展 8 项主题活动，包括“唱响中国

梦，喜迎十艺节”系列惠民展演、“中

国梦”主题群众文化活动、“群星走

基层”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

示展演等。按照活动要求，山东全

省各地组织开展了 1120多项县以上

规模较大的群众文化活动,参与群众

达 430 多万人次。山东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十艺节”组

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徐向红介绍，8 项

活动将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广泛动员、服务群众、突出特色”的

原则，充分展示全省各地群众文化

发展成果，展示山东民族民间文化

的鲜明特色和时代风采。

承办“十艺节”后，尤其是近两

年以来，齐鲁大地各种展演活动不

断。从首届全国李德伦指挥比赛到

全国优秀青年演员折子戏展演，再

到第七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

从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

到群星奖 4个门类作品复赛，2011年

底至今，或高雅或通俗的节目凭借

其独特魅力，让山东 17 个地市的百

姓乐享了一道道文化盛宴。正如威

海市一位市民所言，“十艺节”不是

文艺工作者的狂欢，它的主角是老

百姓。

为给“十艺节”艺术创作提供科

学的支持体系，山东省先后组织建

立了由文化部专家、山东省专家、各

市文广新局三级组成的剧本遴选机

制、重点作品研讨加工机制和全省

创作情况统筹调度机制。全省 17个

地市则根据《全省舞台艺术创作规

划》制定了各市备战“十艺节”艺术

创作规划，召开动员会，成立专门工

作 机 构 ，负 责 艺 术 创 作 规 划 的 落

实。同时，积极争取艺术创作资金，

确保艺术创作工作顺利进展。为全

面提升全省的艺术创作实力，磨砺

培养文化艺术人才队伍，山东以抓

好重点剧目、节目排练演出和打造

提升为着力点，全力打造一批影响

当代、传承历史、常演常新、雅俗共

赏的高水平艺术精品，服务于人民、

奉献给社会。

一部部动人的艺术精品，给观

众献上了一道道精美的艺术大餐。

有媒体评论说，山东正迎来艺术创

作的一个“井喷期”。

作为“十艺节”的东道主，山东

省大力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

艺节”重点剧目创作工程、社会文化

艺术创作工程和重点美术创作工

程，召开备战“十艺节”誓师大会，精

心组织、扎实推进。为扶持艺术创

作，山东省新增专项资金 8000 万元

用于艺术精品创作，全省累计投入

达 2.8 亿元。全省新创作 62 部优秀

剧目，最后确定 15台重点入选剧目，

每部剧省政府给予 30 万元资金支

持。投入就有回报。在第二十六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大赛上，山东两人

获梅花奖;在第二届全国青年京剧演

员擂台邀请赛上，两人获一等奖“擂

主”称号并被授予“新星奖”，4 人获

“优秀新人奖”。

为选拔最优秀剧目参评“十艺

节”文华奖，“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

先后组织了 3 轮“十艺节”重点剧目

评审。今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在北京

举行的第三轮评审最终确定了 15台

剧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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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陈鹏说，这些剧目思想性和艺

术感染力俱佳，代表了山东舞台艺

术创作的最高水平。

按照“十艺节”赛事活动安排，

“十艺节”群星奖音乐、舞蹈、曲艺、

戏剧 4 个门类作品复赛已分别在烟

台、青岛、济南、威海 4 个市举办，并

得到了文化部、专家评委和全国各

代表队的一致好评。“十艺节”举办

期间，来自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4000

余人将参加“十艺节”群星奖舞蹈、

音乐、曲艺、戏剧四大门类决赛。

山 东 省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

“十艺节”组委会副主任孙守刚表

示，山东把筹办“十艺节”作为推动

本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机遇

和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

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着力在创新创意、丰富内涵、彰显特

色上下功夫，着力在展现艺术美感

和艺术气质上下功夫，着力在提升

办节水平和综合效益上下功夫，做

到既隆重热烈又务实节俭，努力办

成一届更具特色、更加成功的艺术

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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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流精品 艺术创作水平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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