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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艺节”闭幕至今，山东各地在文化

场馆利用、艺术精品惠民等方面积极探

索，“后十艺节”效应正在齐鲁大地发酵。

11月20日晚，泰安文化艺术中心泰山

大剧院，魔幻神话音乐剧《泰山情缘之石敢

当》激情上演。泰安市文广新局局长刘康

说，作为当地探索“后十艺节”效应的一大

思路，泰安“托管经营+驻场演出”的文化

场馆利用模式正被越来越多人看好。

为抓住“十艺节”在泰安举行部分

比赛项目的机遇，泰安市建设了一座有

地标性意义的建筑——泰安文化艺术

中心。该中心集图书馆、艺术馆、美术

馆和剧院于一体，一方面作为“十艺节”

群星奖音乐类决赛、文华奖部分比赛活

动的主要场地，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变过

去文化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的局面。

但“十艺节”的比赛持续时间短，泰

山大剧院却要长期使用和运营下去。如

果没有科学的管理和市场开发运营机

制，新建文化设施势必会像很多文化场

馆一样“昙花一现”后，资产闲置。为此，

在泰安市政府主导下，泰安汉辰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投资打造了反映泰安泰山历

史文化的音乐剧《泰山情缘之石敢当》。

“经过政企双方多次对接，泰安市

政府决定从泰安实际出发，采取托管经

营与驻场演出结合的新模式，由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将泰山大剧院整体托

管给泰安汉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由公

司长期在剧院驻场演出，托管费用由市

财政每年补贴。”刘康说，财政补贴主要

包括演出补贴、公益惠民票务补贴和管

理运行补贴 3 个方面。“大剧院采取托管

方式，既能利用和挖掘企业资源及潜

力，扶持帮助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又

能培育文化企业本土化，做大做强，彰

显泰山文化品牌的新优势。”目前，泰山

大剧院每天有演出，“泰山归来看音乐

剧”已成一些游客的新选择。

文化场馆硬件利用好了，投入巨大

人力、物力打造的文艺精品也逐渐发挥

惠民效应。第十四届文华奖获奖剧目

《百姓书记》正加紧打磨提升，精简本

《百姓书记》即将开启全省巡演。

在威海，借力“十艺节”群星奖取得

好成绩的契机，当地计划以专业剧团为

主题，整合社会力量，在明年举办不同

形式、主题的文化活动，推进传统文化、

军营文化等建设。威海市文广新局局

长林强表示，2014 年威海市将创新全市

农村（社区）文艺汇演，加入专项比赛，

形成一批农村文化活动品牌。

在青岛，多部文艺作品斩获文华奖

后，青岛市各演出剧院继续保持文化活动

常态化。青岛市文广新局局长王纪刚说，

一些精品剧目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

出将继续走到基层，让城乡群众共享文

化。与此同时，青岛“十艺节”后的长远规

划也浮出水面。“青岛培养了大批人才，至

今仍活跃在舞台上，但留在青岛的人才不

多。”王纪刚说，今后青岛通过完善人才培

养和引进政策，优化文化人才发展环境。

还将打造“青岛暑期文化艺术季”，计划于

明年 7月至 9月，邀请各类艺术家聚集青

岛，通过办讲座等形式，提升当地文艺创

作水平，打造艺术家发展平台。

目前，山东正着手制定“后十艺节”

时代文化场馆与艺术精品、群文活动融

合发展的具体措施。“对承办过‘十艺节’

演出比赛的场馆，山东将注重长远规

划，探索剧场管理运营新模式，着力提

高场馆利用效率。”山东省文化厅厅长

徐向红说，山东把“后十艺节”时代场馆

利用作为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等重要工

程来抓，本着“经济实用、适度超前”的

原则，山东前期已投入 98.31 亿元，在 17

市新建、改造、提升演展场馆 55个。

截至目前，共有 187家院团、剧院、演

艺中介机构和传媒机构加入山东演艺联

盟，传统的单兵作战模式正逐渐改变。

同时，新成立的山东剧场院线搭建了剧

场业发展的资源共享、整合营销及人才

培养平台，目前已有21家省内剧场加入。

此外，“十艺节”期间，山东为承担

文华奖剧目演出，演出场所建设并安装

了电子售票系统，演出收入达 1670 余万

元。徐向红说，“十艺节”后，山东将以

“十艺节”票务系统为基础，统一整合演

出团体、剧场等，打造涵盖演艺资讯宣

传、在线订购等功能的票务销售网络，组

建覆盖山东省的综合性电子票务系统。

山东“后十艺节”效应初显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齐新东是国家一级演奏员，喜欢与“泥腿子”打交道；他是泰安市人大代表，为了提交议案，他用 3年时间整理

了 3650条与非遗相关的线索和 1904个优秀资源项目；他是泰安市艺术馆馆长，却以“零门槛”为突破口，把艺术馆

建成免费文化超市。

只有群众成文化主角 才是真正的文化惠民
—访泰安市艺术馆馆长齐新东

本报实习记者 王松松 通讯员 齐晓辉

《泰山情缘之石敢当》剧照 苏 锐 摄

让泰山的石头“唱歌”

石头、铁皮、帆布、碾子……这些

不起眼的东西，在齐新东和他的团队

的击打之下奏出或婉转、或大气的玄

妙之音。10 月 16 日，在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群星奖音乐类决赛现场，由泰安

市艺术馆的艺术家们用泰山石作主要

乐器演奏的原生态音乐作品《石韵·泰

山》开演后，震撼全场。

用泰山石演奏乐曲的想法源于齐

新东一次坐车的经历。车子经过一个

山洞，鸣笛声在山洞里产生回音，发出

特别的声响。几十年的演奏经验让齐

新东联想到通过石头乐器演奏乐曲。

“古人曾‘击石为乐’，泰山石与音乐的

结合既能给人美的享受，还能体现出

泰山的地域色彩。”他说。

回泰安后，齐新东开始研究用泰

山石造乐器。一年里，他带领团队穿

梭在石料厂和泰山之间，有时一天跑

几趟，大冬天手冻得又红又疼。“仅一

件石板琴，我们找了 400 多块石头，最

终只选出十几块符合要求的。”齐新东

告诉记者，每一件乐器，他和团队成员

都亲自试验，将中间掏空，制造成符合

条件的乐器。

“投入其中时，他很‘疯狂’。”泰安

市艺术馆副馆长陈坤说：“在制作石鼓

时，为找到理想声音，他找来鼓皮、矿

泉水瓶、不锈钢盆……凡能想到可与

石头组合发出声音的物品，他几乎都

试过了。”

乐器问题解决后，如何创作适合

泰 山 石 乐 器 演奏的音乐成了一大难

题。“调整音高难度颇大，开始时，我们

想反了，只能推倒重做。”在齐新东眼中，

这一切就像摸着石头过河。“团队中的演

员大多不在一个单位，加上敲打石乐器

力度不好掌握，一切都在摸索中进行，因

而排练到夜里两三点是常有的事。”

“齐馆长比我们来得早，走得晚，

有时干脆就在馆里凑合一宿。”陈坤告

诉记者。

增强非遗项目活力

近日，泰安市优秀非遗进校园活

动启动，351 项优秀非遗进入课本，成

为首批进校园的课程。“非遗传承人为

学生授课，学生们能学到地道的传统

文化，同时有利于地方文化艺术的传

承。”齐新东积极帮助传承人联系学

校，“活动正在试点，计划用 3 至 5 年时

间，在全市中小学普及开展。”

2010 年 1 月 19 日，作为泰安市人

大代表，齐新东将一份《关于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议案》交到了

人大议案组。

在议案提交前，齐新东带领非遗

中心人员，用 3 年多时间，对泰安市非

遗进行普查，累计整理线索 3650 多条，

优秀资源项目 1904 个，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泰安非遗资料数据库和泰安市非

遗珍贵实物陈列厅。

“借助市场手段，将非遗及其资源

转化为文化产品，是积极、有效、有利

于非遗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传承方式。”

齐新东不断鼓励传承人按照文化传承

规律发展生产，并为其创造条件进入

市场，增强传承发展活力。

11 月 16 日，泰城老县衙内一座叫

弄影轩的小剧场很热闹。一桌,一鼓、

一镲、一梆，一人，一台戏，独具地方特

色的唱腔在泰山下飘荡。

从弄影轩演出，到进高校讲课，到

开发衍生产品，泰山皮影戏代表性传

承人范正安忙个不停。“这源于非遗的

生 产 性 保 护 ，也 多 亏 了 新 东 馆 长 帮

忙。”范正安说。

目前，齐新东正和厦门大学徐旅

教授等研究道教音乐的专家联系，希

望译出更多泰山道教音乐古谱，为这

一传统文化多积累研究资料。

把艺术馆办成免费文化超市

摆手、踮脚、转身，伴着舞曲节奏，

人们动作舒展、充满活力。11 月 16 日，

肥城市石横镇仁里村文体小广场，40

多位村民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参加

过广场舞培训的郭爱玲成了大家的老

师，不时纠正大家的动作。

今年，像郭爱玲这样接受过泰安市

艺术馆培训的基层文化骨干有 3000 余

人。在齐新东的带领下，泰安市艺术馆

举办了各类基层文化人才培训班，除对

该市社区文艺骨干进行免费培训外，还

发掘业余文艺骨干和人才，组织开展文

化“大选秀、大比武”活动。

“艺术馆应该是免费的文化超市，

要为更多人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近

年来，齐新东以“零门槛”为突破口，面

向社会举办公益性培训班。针对不同

市民的文化需要，开设舞蹈、电子琴、摄

影等九门课程，学员达 5000 余人；针对

中老年和少儿学员需要，开设了中老年

舞蹈培训班 16个，中老年音乐培训班 18

个，少儿民族舞蹈培训班 6 个……累计

培训学员 2万余人。

为 解 决 群 众 文 化 发 展 的 资 金 难

题，齐新东主动与泰安市企业合作。

“群众是文化的享受者，也是文化

的参与者，是观众，更是演员。”在齐新

东看来，只有把群众变成文化的主角，

才是真正的文化惠民。

10 月 25 日，群星奖颁奖现场，泰安

市艺术馆选送的器乐合奏《石韵·泰

山》、相声《大喇叭》、舞蹈《泰山人家》、

声乐《泰山石敢当》获群星奖，小戏《让

座》获群星奖优秀演出奖，齐新东获评

全国“群文之星”。11月 19日，由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书法家协会联合山东时

代文化产业发展中心组建的山东圣泰拍卖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

以拍卖中国书画、油画、雕塑等为主要项目，以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为业务骨干和学术支撑，将依托山东文艺

界人才、文化艺术资源构建新型艺术品交易载体。图为与会代表

为山东圣泰拍卖有限公司揭牌。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摄影报道

图片 闻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泰安市泰山

景区获悉，泰山文化产业园泰山东街目

前已建成。

项目总建筑面积3.8738万平方米，总

投资2.6亿元，主要建筑包括情景文化商业

街、多功能演艺中心等。泰山东街预计明年

3月“开街”，将成为文化展示、民俗体验、产

品展销等于一体的复合文化旅游产业园。

此项目既弥补泰山晚间旅游产品

空白、延长游客逗留时间，又延展泰山

旅游文化内涵，形成一条旅游文化产

业链。 （文 讯）

蔡玉水雕塑作品展将办

即墨古城改造启动

泰山文化产业园泰山东街建成

本报讯 11 月 19 日，青岛市即墨

古城片区改造项目开工仪式在古城

片区改造项目核心区内举行，标志着

该项目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此项目涉及 14 个村（居）、1.4 万

余名居民，是即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拆迁改造项目，规划用地约 98 公顷，

主 要 分 为 即 墨 古 城 和 安 置 区 两 部

分。即墨古城规划用地 42 公顷，总

建筑面积 32.4 万平方米，计划于今年

12 月开工，2016 年底投入运营。安置

区规划用地 37 公顷，项目总建筑面

积 117 万平方米，计划于 2016 年 1 月

完成回迁。

即墨有 1400 余年历史，是一座具

有众多古建筑和丰厚文化底蕴的古

城，具有颇高的旅游文化价值和商业

开发价值。 （清 风）

本报讯 （实习记者孙丛丛）由北

京画院、山东银座美术馆主办的“温暖

地遇见——蔡玉水雕塑作品展”今年

11 月 22 日至 2014 年 1 月 8 日将在济

南举办。展览将展示蔡玉水近年创作

的《母爱》、《背影》、《祈祷》、《野百合》

等 11件雕塑作品。

蔡玉 水 1963 年 生 于 山 东 济 南 ，

现为北京画院专职画家，在水墨、重

彩 等 方 面 有 较 高 成 就 ，近 年 来 走 入

雕 塑 领 域 ，以 或 悲 悯 或 唯 美 的 作 品

与大众“交流”，在材料与空间范畴

大胆探索。

蔡玉水说：“转向雕塑，我的目的

很单纯，‘赠一批好看的宝贝’给大

家。美和悲悯是天生的，只要善良不

变，它们就一直跟随并呈现在你的作

品中。此次展览定义为‘温暖地遇见’

旨在回问生活，以内心的静美重塑艺

术与灵魂的高度。”

山东省文化厅与济宁战略合作
共推济宁文化强市建设

泰安市艺术馆馆长齐新东（左一）与国家一级演奏员邓建栋（左二）进行石琴创作交流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山东省财政

厅获悉，今年山东省财政共下达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1000 万元，

支持非遗保护和传承，推动经济文化

强省建设。

自 2007 年该专项资金设立以来，

山东省财政已累计投入 6700 万元，带

动社会投入约 1.6亿元。

目前，山东省已有 8 个项目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省被列

入国家级名录的非遗项目 153 项，省

级名录 555 项；国家级传承人达到 60

名，省级传承人 262 名。各类博物馆、

传习所达到 1010 个，“潍水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被命名为 15 个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之一，“东阿阿胶

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国家级非遗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文 讯）

本报讯 （实习记者王松松 通

讯员庞雷）11 月 14 日，山东省文化

厅 与 济 宁 市 共 同 推 进 济 宁 文 化 强

市 建 设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签 约 仪 式 在

济 宁 举 行 。 山 东 省 文 化 厅 厅 长 徐

向红、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在签约

仪式上致辞。

徐 向 红 在 致 辞 中 指 出 ，近 年

来 ，济 宁 市 委 、市 政 府 认 真 贯 彻 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党的十八大和

省委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提出文化

强 市 战 略 ，并 制 定 有 效 推 进 措 施 ，

文化建设“突破曲阜”、曲阜文化经

济特区建设等取得重要进展。希望

双方贯彻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围绕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按照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

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要求，以

签订合作协议为契机，以加快建设

曲阜文化经济特区、曲阜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和中华儒家文化传

承创新区建设，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为 重 点 ，积 极 探 索 ，率 先

起 步 ，在 山 东 省 发 挥 示 范 带 头 作

用 。 要 以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为 动 力 ，坚 持 立 说 立 行 、善 做

善成，以扎实的作风、创新的精神，

齐 心 协 力 ，把 协 议 内 容 落 到 实 处 ，

促进合作早见成效，推动济宁文化

强市工作迈向新台阶。

根据协议，山东省文化厅与济宁

将围绕实施文化建设“突破曲阜”战

略、打造曲阜文化经济特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展开合作。

14 日，徐向红还考察调研了微

山县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曲阜市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建设等。

山东今年投入1000万元助力非遗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