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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至 10 月，平谷区以“激情消费在乐谷”为主题,开展

首届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以培养居民文化消费理念，引

领居民文化消费意愿，鼓励居民文化消费行为，培育新的

消费增长点。30 余项活动将文化惠民落到实处。影剧院

市民可低票价看河北梆子、评剧和木偶剧；持“北京文惠

卡”、北京银行儿童理财卡、京卡、邮政储蓄卡的市民到新

华书店购书可享受超值优惠；全区举办了摄影比赛、读书

比赛、奇石鉴赏、书画艺术培训等群众文化活动；区电影

发行服务中心开展了“文化消费季电影展映活动”，深入社

区、部队、敬老院等放映电影 100场。

文化多彩，百 姓 开 怀 。 平 谷 区 每 年 开 展 文 艺 演 出

3600 场, 免 费 电 影 放 映 1.2 万 场 ，培 训 文 艺 骨 干 1.6 万

名 ，举 办 中 国 乐 谷 欢 乐 节 、桃 花 大 舞 台 演 出 、“ 星 火 工

程”下乡、“周末剧场”专业剧团演出、歌手大赛、秧歌舞

蹈大赛、戏曲之星选拔赛、大众读书工程、节假日文化活

动和大型展览等 20 余项系列品牌活动。文化惠民工程

的实施为平谷营造了人心齐、社会安、大局稳的良好氛

围，广大群众享受文化、参与文化、创造文化的热情日益

高涨。

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大背景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的鼓舞下，平谷将继续坚持科学发展，不断强化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坚守文化责任，围绕将首都建设成为有

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的目标，深入挖掘平谷丰厚的文化

资源，大胆探索与实践，全力推进文化大区建设，以更深入

扎实的各项文化举措，扩大惠民成效，提升市民幸福含金

量，增强平谷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凝聚力、引领力、支撑

力和影响力，推动全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本版撰文：贾东红

乐·文化活动精彩纷呈，打造“幸福平谷”文化名片

“一通吉祥鼓，国泰民安百业兴旺；二通如意鼓，风调

雨顺人和政通；三通幸福鼓，幸福平谷五谷丰登！”三通开

幕锣鼓震天动地，今年 2月 24日，第三届中国乐谷欢乐节暨

2013 年秧歌花会进城大拜年活动吸引了数万名平谷和北

京城区及周边省市慕名而来的群众，现场感受节日的喜庆

气氛。60 支区内外展演队伍、十余项非遗项目展示队、

5000 余名展演人员分别在 26 辆彩车的引领下，以“欢乐平

谷”“美丽平谷”“幸福平谷”3 个主题展示了平谷的文化魅

力及全区人民合力打造“一区四化五谷”的决心。2013 年，

大华山镇的胜泉庵文化庙会、刘家店镇的丫髻山文化庙

会、金海湖镇的药王庙会等活动影响广泛；图书馆的电影

展映、特色讲座、读书比赛、优秀书目推荐等活动渐成品

牌；文化馆的节庆主题文艺演出、书画影展览等活动深受

群众欢迎，让老百姓过足了瘾、乐翻了天。

欢快的秧歌、深情的歌声、曼妙的舞蹈——每周五，在

平谷世纪广场的桃花大舞台上，一出出精彩的文艺节目

都会如约而至上演。平谷区桃花大舞台演出活动从 2006

年开展至今已有 8 年历史，演出团体为区内外优秀文艺团

队，成为平谷文艺爱好者展露才艺的舞台。每个村的桃

花小舞台更突破了年演出 3600 场的纪录，参与文化活动

成为老百姓的家常便饭。

除了大众参与，一系列文化大赛则为平谷留下了一批原

创性强、文艺水平高的文艺作品和人才。今年的“中国乐谷”合

唱大赛共有18个乡镇的 2000多名选手参与，合唱团各展风

采，歌唱平谷的新生活；“乐谷之声”歌手大赛，老中青齐上

阵,成为历年组织规格最高、选拔范围最广、年龄跨度最大、

参与人数最多的比赛；“绿谷情”秧歌舞蹈大赛共有 5000 余

名表演者参与；“戏曲之星”选拔大赛历时两个月，全区 100

余名 8 周岁至 70 周岁票友进入复赛，一展传统文化经久不

衰的魅力。

创·特色文艺团队，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11 月 20 日，平谷区夏各庄镇文化站锣鼓喧天，一年一

度的镇“金秋杯”秧歌花会舞蹈大赛正在举办，20支队伍、600

余名文艺爱好者一展风采，最终安固村的小车会取得上午

场的第一名。夏各庄镇文化站主任孔令军透露，安固村是

个有 4000 多人口的大村，村民自发组建了包括秧歌队、花

会队、评剧团、综艺演出队在内的 5 支文艺团队，汇聚文艺

人才 400 余名。小车会队伍里，贾安和杨淑静夫妻俩都 70

多岁了，可秧歌花会、京评梆大戏样样拿得起，是公认的

“文艺之家”。

目前，平谷区各类文艺团队 500 余支，其中，市级品牌

文艺团队 3 支，区级文艺团队 7 支（绿谷艺术团一至七团），

在区内注册、具有营业性演出资质的团队 34 支。镇乡街道

全部组建了综艺团队，每村至少有两支秧歌舞蹈队。在平

谷，提起文化团队绝对不能绕过的是名声在外的平谷精华

武校龙狮表演队。该队曾多次随文化部参加在芬兰、俄罗

斯、德国的文化活动，赢得了广泛赞誉。2009 年，该队在新

加坡“金狮奖”艺术大赛中获最高奖。今年 11月 24日，精华

武校表演团一行 8 人受文化部派遣，赴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参加首届世界文化论坛开幕式表演。精华武术俱乐部的

舞狮表演，在短短几分钟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超技

艺。无独有偶，平谷区绿谷胜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今年

10 月，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第

五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北京市

仅有两家文艺表演团体获此殊荣。

这些团队不仅能演，而且艺术创作成果更丰硕。2012

年，平谷区“乡村大舞台”文艺演出在北京市第 22届农民艺

术节擂台赛上荣获大舞台金奖；小评戏《咸淡之间》获金凤凰

二等奖；京东大鼓《桃花谣》、戏曲表演《穆桂英挂帅》、歌曲

《美丽的心情》、小品《你妈我妈咱妈》荣获金凤凰优秀奖；北

京市第 23 届农民艺术节期间，平谷区编创的文艺节目新平

谷调《幸福平谷》在“乡村大舞台·一村一品”竞赛中荣获一等

奖；音乐剧《乐谷之声》荣获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

惠·文化惠民实实在在，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马昌营镇全民艺术节开幕式

平谷区委常委、副区长屈志奇参加流动售书活动 参加平谷秧歌花会大拜年活动的外国游客

平谷有“中国观赏石之乡”的美誉。

我不懂奇石，也不是奇石收藏家。

但不经意间，我便不自觉地与平谷奇石

缔结了一种难以割舍的“缘分”。

那是 2004 年初，我到金海湖镇担任

党工委书记。某日，原平谷区广电中心

郭子华老师推门而进。寒暄少许，他便

拿出了《北京日报》等报刊登载的由其

撰写的“平谷奇石”系列文章。特别是

对平谷金海石的描述，让我感到了冲击

与震撼。他说：“奇石，既是一种极富潜

质的时尚文化，同时又是一

项能够发展产业、富裕一方

百 姓 的 项 目 ，希 望 你 这 个

‘地方官’给予更多关注。”

在 品 读 其 美 文 之 后 ，我 不

由 得 感 叹 ，著 名 歌 唱 家 蒋

大 为 唱 的“ 在 那 桃 花 盛 开

的地方”就是平谷；而柳石

明 唱 的“ 精 美 的 石 头 会 唱

歌”的绝妙意境更应该是在

平谷！

金海湖镇将军关村有一

家经营黄金首饰及 奇 石 的

店，店主是本村一位蔡姓村

民，收藏一块奇石，名为“双

猴图”，其惟妙惟肖之神态，

呼之欲出之灵动，真乃天造

而成。一港商到此游览时，

偶然发现此石，因港商及其

子同属猴，便执意买下这块

双猴“金海石”。不成想蔡

先生说：“其他金海奇石皆

可卖之，此石不谈。”港商欲

出 5 万港币购之，未果。蔡

先生说：“石为心志，石为姻缘，万金不

可舍。”

又 一 日 ，金 海 湖 镇 水 峪 村 一 名 为

“听琴石轩”的奇石馆落成，馆主刘守

东的一块“锦绣山河”的藏石，被当代

著 名 作 家 贾 平 凹 称 为“ 中 国 奇 石 之

王”。贾平凹曾说，该石方寸之间，融

中国山水画之精髓；毫厘之间，纳东方

古韵之百态，其唯一性尚未见之雷同，

真乃大自然之造化，稀世珍品也。褒奖

溢美之词在此无需赘述。10 年前有专

家认为该石价值为 400 万元，真乃天文

数字。

自然乃客观，客观乃真理；平凡为

大道，大道则通天。问石之间，其内涵

是哲学？是禅学？是规律？一切尽然，

而又不尽然。

2013 年初春的一天，平谷区政协原

主席、现中国观赏石协会副会长、平谷

观赏石协会会长韩凤武约我共赴京城

“侯康乙赏石文化工作室”，拜会了著

名奇石鉴赏家、理论家、中国赏石界四

大元老之一的侯康乙先生，一番攀谈

之后，侯老动情地说：“北方有奇石，精

品在平谷。”

大浪淘沙，剔除的是糟粕，留下的

是美好。作为北京后花园的生态涵养

发展区，平谷在区委书记张吉福的鼎

力支持下，在中国观赏石协会副会长、

平 谷 观 赏 石 协 会 会 长 韩 凤 武 的 努 力

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连续举

办的 3 届北京平谷赏石文化节取得了巨

大成功！

如今，平谷区东部以赏石文化为亮

点的发展优势已然凸显。蔚然大观的

平谷石文化，令人感叹，让人神往，我不

由得思索，一方石，它绘就了中华文明

的一个缩影；一方石，它演绎着璀璨的

东方文化的精灵；一方石，它在富裕万

千民生；一方石，它在尽情地谱写着诗

一样的完美与无穷。

精美的石头不仅会唱歌，也在唱着

无与伦比、蓄势宏远的中国梦之歌！

（作者系平谷区文化委员会主任）

精美的石头在唱歌
王振国

社区电子阅览室 慰问建筑工人

桃花源里花常开桃花源里花常开 幸幸福平谷乐事多福平谷乐事多
—北京市平谷区群众北京市平谷区群众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扫描扫描

京郊平谷，桃花盛开的地方。平谷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早在10万年前便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距今7000余年的上宅

文化，填补了北京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空白；5000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曾在这里开疆辟土；2200余年的建置历史，使

其成为北京最早建置的区县之一；1000年的丫髻山道教文化至今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22万亩世界最大桃林衍生出的桃

文化，则赋予这片土地无限浪漫与激情，使平谷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2013年，平谷区委、区政府确立了“一区四化五谷”的发展战略，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目标，以公共文化建设“大众

化、特色化、品牌化、系列化”为主线，从文化阵地建设到基础设施完善，从文化活动开展到文艺精品创作，从文艺人才培养到

演艺团体培育，从文化扶贫工程到重点文化项目建设，从加强文化监管到促进文化市场发展，各项文化惠民工程开展得有声

有色，老百姓都说：文化惠民既富钱袋又富脑袋，日子宛如活在桃花源。

研·一个意见两项方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今年 10 月，在完成调研、初稿、征求意见稿、政府常务会等

相关程序后，《平谷区 2013年至 2015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意见》正式出台，标志着政府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新一轮战役已经打响。

平谷区先后制定了《平谷区创建北京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 工 作 方 案》和《平 谷 区 第 一 次 乡 镇 综 合 文 化

站 评 估 定 级 工 作 方 案》，区 委 常 委 、主 管 副 区 长 亲 自 督

导 ，认 真 研 判 查 找 优 势 和 不 足 ，研 究 制 定 细 则 和 解 决 方

案 ，作 为 实 施 方 案 主 体 的 平 谷 区 文 化 委 员 会 坚 持 科 学 统

筹 规 划 ，创 新 工 作 机 制 ，积 极 探 索 文 化 建 设 的 新 思 路 、新

方 法 、新 手 段 。 一 年 来 ，全 区 各 项 文 化 事 业 取 得 了 可 喜

进 展 。

平谷区文委主任王振国表示：“平谷区过去文化资源总量

少，文化活动多以当地居民零散的、传统的民俗活动为主，

形式单一、艺术含量低。现在地方有资源、国家有政策，文

化部门服务理念应该从方便政府向服务基层群众转变；服

务 内 容 应 从 有 什 么 供 给 什 么 向 群 众 需 求 什 么 就 供 给 什 么

转 变 ；服 务 对 象 应 从 城 镇 居 民 向 人 口 密 集 的 农 村 群 众 转

变；服务手段应从传统的面对面服务向高科技、数字化服

务转变；服务资源应从利用本地区文化向调动全社会文化

资 源 共 享 共 建 转 变 ；服 务时间应 从工作日向‘白加黑、五加

二（白天加夜晚、加周末）’转变。”

建·一批新文化站拔地而起，文化设施不断完善

今年 9月，平谷区马坊镇群乐艺术团团长王志红的生活中

发生了件大事，建筑面积 4428平方米的新文化站落成并对外开

放，她和村里的姐妹终于可以结束参加文化活动“打游击”的日

子，在焕然一新的排练厅安家了。文化站地上建筑面积 3478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950 平方米，绿地覆盖率 30%，设有多功

能厅、辅导培训室、图书室、阅览室、放映厅、排练室、健身室、

棋牌活动室、展览厅等专用房 13 个，每个使用面积都在 50 平

方米以上。“太气派了，活动室都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文 化

站 以 后 就 是 我 们 这 些 爱 唱 爱 跳 的 村 民 的 家 啊 ！”

这样的 文 化 站 在 平 谷 并 不 是 一 枝 独 秀 ，而 是 遍 地 开

花。通过积极运作，平谷区 18 个镇乡街道均建有高标准文

化 站 ，平 均 建 筑 面 积 达 到 1768.68 平 方 米 。 目 前 ，区 文 化

馆、图书馆双双被评为国家一级馆；特色馆藏“冰心奖”儿

童 图 书 馆 和 陈 列 室 为 全 国 独 有 ；20 万 平 方 米 世 纪 广 场 为

“全国特色文化广场”；1200 平方米的区级桃花大舞台每年

举办大型演出 30 余场次；1000 平方米室内大众健身舞场为

百姓提供舒适的室内娱乐健身场所；有 940 多个座位的影

剧 院 为 郊 区 首 家 二 星 级 影 剧 院 ；占 地 面 积 2 万 平 方 米 的

平 谷 特 色 文 化 体 育 展 示 中 心（平 谷 博 物 馆）工 程 已 趋 完

工，后期收尾工作正在进行。

《扇舞翩翩》民间文艺团体展演

平谷金海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