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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

姓的精神需求也随之增长；另一方面，

团结友爱、孝敬老人等人们一贯尊崇

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农村也正逐渐

消失，迫切需要用先进文化来提升人

们的道德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

们庄户剧团送戏下乡演出意义重大。”

说这话的，是峄城区坛山街道办事处

檀乡艺术团团长李恩元。2012年 5月，

他成立了檀乡艺术团。艺术团成立之

初，成员仅有 10 余人，且设备简陋，以

自娱自乐为主。自从参与送戏下乡公

益演出后，政府除了发放演出补贴，还

为艺术团更新了灯光、音响等设备。

李恩元告诉记者，在送戏下乡演

出中，檀乡艺术团除了演出柳琴戏、豫

剧、歌曲、舞蹈等剧节目，还自编自演

了一些相声、小品，通过说身边事儿来

抵制邪教、宣传计划生育、提倡尊老爱

幼等，弘扬正能量。“从我们演出的效

果来看，老百姓喜欢看，也易于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檀乡艺术团

如今已发展到成员近 30 人，2014 年送

戏下乡演出 20 余场、商业演出 30 余

场，但艺术团成员并没有工资。政府

补贴及商业演出所得全部用于更新设

备及演出交通运输等费用支出。“但

是，每次演出时，大伙儿都非常积极。

老百姓的认可给了我们精神的满足和

享受。”李恩元说。

孙晋常是峄城区吴林街道办事处

乱沟村党支部书记。2011 年，他把村

里的文艺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了乱沟

中老年艺术团。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成员已达 30 余人。孙晋常告诉记者，

过去乱沟村有句顺口溜：走进乱沟，三

顿稀粥；骂街打架，不在话下；闲来无

事，喝酒闹气。“自打剧团成立后，邻里

姊妹一起排戏、演出，有什么疙瘩也很

快就化解了。这几年来，村里没发生

一起纠纷。乱沟不乱了，我这个书记

也好当了。”

“这些实践充分证明，庄户剧团植

根于广大群众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它们不仅有利于党的声音在基层

的有效传播，而且有利于传统民俗曲

艺的活态传承，在推进城乡精神文化

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地方

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张宝民说。

据近两年开展的多次枣庄市群众

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在医疗、教育、宜

居环境、文化生活、社会治安、干部工作

作风等 6个方面，随机抽取的受访群众

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均处于前列。

庄户剧团“唱主角” 送戏下乡情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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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2月30日下午，在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官桥镇坝上村，由滕州市红荷艺术团承担的文化惠民送戏下

乡公益演出正火热地进行。临时搭建的简易舞台前，挤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有的坐着自带的小马扎，有的倚着

三轮车、自行车，还有的干脆坐在路边的石头上……

“现在，舞台上正演着柳琴小戏《暖水袋》。虽说是咱市里的小剧团，但演得很不错，很有地方特色。”60岁的渠

开芝是位戏曲爱好者，得知下午有演出，他早早地来到这里等着了。“现在正是农闲时节，这演出送的正是时候。

你看，咱老百姓看的多来劲呀！”

与此同时，“幸福西岗庆元旦农民文艺汇演”也在滕州市西岗镇政府广场演出。77岁的满丙海老人是西岗镇

温堂村大众豫剧团团长，他带领剧团成员表演的豫剧《抬花轿》，不时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赢得热烈掌声。这个成

立于1996年的剧团，如今拥有成员28人，2014年共演出342场，其中在西岗镇、级索镇、鲍沟镇所辖乡村公益演

出80场。

庄户剧团作为活跃在基层的文艺演出团体，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作用巨

大。近年来，枣庄市依托农村庄户剧团，开展公益性演出活动，以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丰富广大农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枣庄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宝民看来：“将庄户剧团纳入文化惠民公益演出，有利于建设一

支乡村文化队伍，在送文化下乡的同时，培育健康、积极向上的乡村文化。”

政府扶持：促进庄户剧团繁荣发展
为了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进一步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13 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开展

“一年一村一场戏”文化惠民工程。这

让枣庄市文广新局局长邵磊犯难了。

“枣庄市有五区一市，共 2116 个行政

村，但仅有枣庄市柳琴戏保护传承中

心、滕州市柳琴剧团两个专业剧团。仅

凭这两个剧团开展送戏下乡演出，远远

不能满足群众文化需求。”邵磊思前想

后，觉得必须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送戏下

乡演出。“而在我们农村基层，正好活跃

着一批有规模、有实力的庄户剧团，由

于缺乏有效组织、经费支持和演出平

台，一直停留在自娱自乐的阶段。”

于是，2013 年，枣庄市文广新局对

全市农村庄户剧团基本情况进行了摸

底。在此基础上，枣庄市委宣传部、市

文广新局、市财政局联合出台了《关于

加快发展庄户剧团繁荣发展的实施意

见》，决定重点扶持发展农民自己的庄

户剧团，并把优秀的庄户剧团纳入文化

惠民的队伍中来。按照“阳光采购、政

府买单、院团演出、群众受惠”的原则，

由市、区（市）两级财政对公益演出场次

给予资金扶持。补助标准为市直院团

每场 2000元，庄户剧团每场 1000元。

“哪些庄户剧团能参与送戏下乡演

出？怎么送？送什么？这些都需要相

关政策、机制予以保障。”邵磊告诉记

者，为此，枣庄市文广新局制定了《关于

印发枣庄市庄户剧团认定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枣庄市庄户剧团演出场

次认定管理办法》等文件，对庄户剧团

认定、管理、演出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在庄户剧团资格认定方面，按照规

模大小、水平高低、是否地方特色剧种

综合评估，分为 A、B、C 三个等级。经

过各区（市）层层推荐、逐级审核认定、

先期公示，枣庄市 264家庄户剧团纳入

统一认定范围，其中 A级 66家、B级 103

家、C 级 95 家。2014 年，全市纳入管理

的庄户剧团共参与“一年一村一场戏”

文化惠民工程演出 2080余场。

在庄户剧团演出场次认定方面，庄

户剧团每次演出完，需填写演出场次回

执单，经演出村的村委会负责人、现场

村民代表在《回执单》上签字，并加盖村

委会公章。此外，庄户剧团演出时间、

内容、队伍名称、监督电话等也都向当

地群众公布，以便于群众监督。

培强扶优：确保送戏下乡受欢迎
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这

一大前提下，把握好下乡演出的质量

和服务甚为关键。邵磊深谙此理：“要

想让庄户剧团参与文化惠民公益演出

达到预期效果，受老百姓欢迎，最重要

的还是提升庄户剧团的演艺水平，使

其演出的剧节目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

力，为群众喜闻乐见。”

为此，在对庄户剧团进行资格与

演出场次双重认定的同时，枣庄市还

出台了相关文件，对剧团节目、演职人

员、艺术创作、演出能力、服装道具、排

演场地以及参与公益性事业的积极性

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据枣庄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汪继军

介绍，各区（市）对纳入文化惠民演出

活动的庄户剧团都进行了多种形式的

岗前培训。比如，滕州市聘请专业的

主持人对全市 70余名庄户剧团主持人

进行了语言、仪态、串词及舞台控制等

方面的专业培训；并下发《优秀节目选

编》，供各庄户剧团选择编排。市中区

将专业剧团和庄户剧团演出结合，走

进社区、乡村为群众送戏。峄城区则

聘请专家对庄户剧团进行指导，定期

组织文艺骨干进行交流、培训。

“除安排专业剧团、文化馆的老师

对演出剧节目进行审核把关、业务指

导外，我们还通过举办文艺骨干培训

班、戏曲表演培训班等形式，将庄户剧

团纳入文化馆、文化站等免费开放工

作范畴，有步骤、有重点地对庄户剧团

导演、编剧、舞美、演员等进行定期培

训。”汪继军说。

据统计，2014 年，枣庄各区（市）共

开展广场舞培训 40 余期、柳琴戏培训

班 6 期、庄户剧团培训班 6 期，参与人

数近 7000人次。

此外，枣庄市文广新局还广泛开

展庄户剧团巡演、汇演等活动，为庄户

剧团提供更多的演出、交流、锻炼机

会。“今年，我们还举办了一次文艺汇

演，让庄户剧团与‘十艺节’获奖剧目

同台演出，以鼓励庄户剧团创作推出

更多艺术性与思想性俱佳的演艺作

品。”汪继军告诉记者。

经过近两年的扶持与培育，枣庄

市涌现出滕州新时代庄户剧团、峄城

徐楼社区艺术团等一大批特色鲜明、

运作良好、影响广泛的优秀庄户剧团，

初步形成了一条涵盖剧本创作、舞美

设计、商业演出、人才培训等多种业态

的演艺产业链。

与此同时，庄户剧团里也涌现出

一批青年文艺人才和基层艺术骨干。

滕州市羊庄镇崔家班曾在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民族乐器展演（非职业组）上获

得优秀演奏奖；峄城区徐楼社区艺术

团 15岁的戏曲演员丁杨柳荣获第十三

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金奖。

寓教于乐：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近日，大型人文艺术电视专题片《中国画坛齐鲁风》拍摄方案专家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美术界、影视界的20多名专家学者就如何用纪录片语

言全面反映山东美术发展历程、如何拍出既有深度又能被群众接受的纪录片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二届滕州市庄户剧团才艺大赛现场。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孟 娟

滕州市红荷艺术团在官桥镇坝上村送戏下乡演出现场。

枣庄市对庄户剧团导演、编剧、舞美、演员等进行定期培训。

用文化诠释“齐鲁风”

“齐鲁风”的“风”字如何在纪录片

中体现？著名画家刘万鸣抛出问题，他

随即自答：“在我看来，‘风’是精神层面

的东西，是脊梁，齐鲁风就是整个山东

美术的脊梁，整个纪录片必须要拍出齐

鲁特色。”

在山东籍画家苗再新看来，改革开

放之后，每个地方都不再那么封闭，尤

其近几年，山东画坛充斥着各种画法、

流派，如何拍出特色值得研究。

“山东四季分明，东面大海中间黄

河，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和丰厚的儒释

道文化孕育出了独特的齐鲁文化。”中

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说道：“山东

美术就此浸润着浓厚的齐鲁文化味儿，

要拍齐鲁风就不得不谈绵延齐鲁大地

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

“泰山、孔庙还有济宁汉画石像里

的百姓生活场景都带有浓厚的山东特

色，地主老财家的中堂对联也是潜在的

文脉传承。”在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

院长范扬看来，如果把这些饱蘸文化气

息的场景纳入纪录片镜头，中国画坛的

齐鲁风就会很鲜活。

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秘书长李荣

海表示，要拍出山东特色，就要抓住山

东画家最典型的特质。“像李苦禅老先

生的奋斗精神就很具有代表性，也有很

强的山东特质。”

“利用传媒综合纪录山东美术发展

历程的做法在全国尚属首次，很有难

度。”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中心主任马

新林看来，“风”不是派，要拍齐鲁风就要

拍出山东人的儒雅之风、斯文之风。

不能缺了“人文情怀”

“近两年，纪录片有偏‘火’的迹象，

《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

不是因为其中的美食多么的好，主要是

其中对逝去生活的怀念打动了人心。”

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导演吴琦看来，

要拍好《中国画坛齐鲁风》就要找准中

国画对当代的普世价值，而这种触及到

生活方式和地域文明的价值恰恰是当

地的人们在某一层面达成的共识。“纪

录片的使命就是更视觉化的表达出这

种价值和精神，并把它普及到普通公众

的认知当中。”

“文脉相承，画以载道。”马新林认

为，要表现山东美术历程就要把古今穿

插起来，通过视听手段来进行时空转

换，“但不论怎么转变，纪录片的人文情

怀不能变，对山东画家和普通百姓生活

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关注不能变。”

吴琦表示赞同：“人永远是电视片的

主题，人文情怀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

“历史和环境在变，中国画的技法

和流派在发展，人物的命运也在转折，

但留存于山东画家血液里的风骨不会

变。”在制片人于恺看来，要在变与不变

中体现山东美术的人文情怀。

虽然被“吃货”们吐槽“跑题了，和

美食关联太少”，但《舌尖》的总导演陈

晓卿却表示，无论有什么样的争议，我

们知道《舌尖 2》更接近我们的理想，

“人情比美食更有嚼头”。

讲好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现在，很多纪录片在各种因素影响

下，被拍成了宏大叙事的宣传片和说教

片，“纪录片要少一些制作性的东西，

多一些笔墨性、抒写性的东西。”在山

东广播电视台副总编王英看来，要讲

好 故 事 ，“ 用 画 匠 背 后 的 故 事 来 打 动

观众。”

“纪录片拍出来得有意思，要好看，

就要找准点，找山东有代表性的画家，

讲发生在画家身上有吸引力的故事。”

画家李乃宙表示，要用小故事来表现大

主题。

凭借纪录片《伟大的美国牛仔》荣

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纪录片导演就特别

擅长讲故事，在她看来：“纪录片导演和

制作人应多多学习怎样去讲好一个故

事，只有这样他们的作品才会更丰富、

更有魅力。”

“虽然有了《舌尖》，纪录片仍然摆

脱不了被定位为‘小众’艺术的态势，以

往美术类专题片的核心观众就是从事

美术事业的我们自己。”《美术观察》杂

志执行主编李一想得更多的是，《中国

画坛齐鲁风》如何突破小众樊篱，让更

多的人能够看懂美术纪录片。“要尽量

普及和扩大山东美术的影响力。”

“没有故事，纪录片肯定会变成宣

传或单一的记录,失去戏剧张力。”在王

英看来，要把握好现代科技手法与传统

文化表现的结合点，讲简洁有力且具有

代表性的好故事，要让普通观众看得

懂、看得明白。

座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