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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27 日至 29 日，烟台

市华韵民族乐团 2015 新年音乐会在

威海大剧院、烟台大剧院和滨州医学

院 举 办 ，12 件 风 格 各 异 的 民 族 器 乐

作品，给观众带来了雅俗共赏的民乐

盛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音乐会中

的 很 多 作 品 均 由 乐 团 成 员 自 主 编

创。用烟台市群众艺术馆馆长解维

力的话说，“华韵民族乐团的故事说

不完。”

华 韵 民 族 乐 团 成 立 于 2014 年 6

月，筹建仅用了 37 天。是什么力量在

短时间让众多民乐人集聚一堂？乐团

成员们说，为了一个振兴民乐的梦。

这个梦，在华韵民族乐团指挥李执胜

的心中足足存在了 50年。“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烟台的民乐曾是山东省内

一流水平，但那时的烟台文工团民乐

队只有 26 人。”李执胜说，现在国家对

文化发展这么重视，尽管自己已近古

稀之年，但仍然愿意拿起指挥棒走上

舞台，为圆梦付出。

李执胜是华韵民族乐团最辛苦的

人，可他每次大汗淋漓地排练完后，总

忘不了说一句：“谢谢各位，大家辛苦

了。”在这个由文化志愿者自愿组成的

民乐队伍里，有年逾花甲从事民乐工

作几十年的老专家，也有毕业于著名

音乐艺术类高等院校的中、青年民乐

才俊。

“不论过去你有着怎样的背景或是

多么出类拔萃，大家来到这里都只是演

奏员和服务员。”李执胜举例说，烟台市

群众艺术馆的几位年轻老师，除了参加

排练演出，还要为大家做些服务性的工

作；那些年逾花甲的老专家从不迟到早

退；有一位吹笛子的演奏员，每次排练

都要开车一个多小时赶到排练场，风雨

无阻……在乐团成员看来，华韵民族乐

团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烟台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李玲说，

成立不到一年的烟台华韵民族乐团

延续了烟台民乐的历史。

但对于华韵民族乐团来说，这一

切仅仅是开始。解维力认为，华韵民

族乐团不是自娱自乐式的民间队伍，

而是“拥有一流指挥和一流乐手、以

自主创作为主打的民乐品牌团队”。

李玲表示，烟台市文化部门将加大扶

持力度，争取让这支土生土长的民族

乐团早日代表烟台走出国门，汇入世

界文化交流的海洋。

山东部署文化系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本报讯 山东省文化厅今年将

举办第二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评选

工作。为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

新，今年创新奖评选将重点鼓励和扶

持传统文化传承成果项目。

山东省文化厅文化科技与法规处

负责人介绍，山东省文化厅近期将开

展创新工作交流培训，3 月至 4 月下发

创新奖申报通知，5 月至 6 月完成组织

申报，7 月至 9 月遵循“科学、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通过审查、初评、终

评、公示 4 个程序，评选出代表山东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创新的最高水

平的 30 个优秀项目，待山东省政府批

准后予以表彰，同时组织开展获奖成

果的宣传推广。 （清 风）

本报讯 山东省演出协会、山东

省演出公司、山东剧院将在今年联合

推出系列惠民文化活动 610 场。使用

上述 3 家单位于 2014 年 10 月推出的

山东文化惠民卡参加活动均可享受

相应的优惠政策。

山东文化惠民卡是实名制储值

卡 ，一 卡 在 手 可 实 现 剧 场 、展 馆 、

影 院 、书 店 等 不 同 场 所 的 文 化 消

费 。 同 时 ，用 卡 还 将 有 机 会“ 零 票

价 ”参 加 每 年 多 场 艺 术 沙 龙 、教 育

讲座、艺术培训、音乐会、综艺晚会

等活动。

（清 风）

1 月 7 日，乌克兰基辅大剧院芭蕾舞团携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亮相济南历山剧院。为确保演出得到最好效果，历山剧院

专门打造了适合于舞剧的舞台设计。剧院负责人介绍，在保持原有“周末相声俱乐部”等常规演出外，剧院今年还将加大引进经

典演出力度，降低票价，发挥剧院文化惠民的作用。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锐/文 历山剧院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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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化创新奖评选重视传统文化传承

山东文化惠民卡增加优惠幅度

百姓喜民乐 旋律总关情
—记烟台市华韵民族乐团

苏 锐 陈锡源

“孔子学堂”落户夏津县“第一书记”帮扶村

唱响主旋律 服务老百姓

山东文化惠民活动展示新年新气象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文/图

1月 1日晚，中国歌剧舞剧院在临沂大剧院演出。

华韵民族乐团演出剧照。林裕超 摄

本报讯 日 前 ，由 山 东 省 文 化

厅、山东画院主办，山东画院青年画

院承办的山东画院青年画院成立揭

牌仪式暨山东青年美术大展（国画部

分）在山东美术馆举行。

据山东画院青年画院院长常朝

晖介绍，青年画院的成立，是对山东

省 青 年 中 国 画 创 作 队 伍 的 一 次 梳

理。青年画院将立足于美术创作、研

究、展览、交流，以发现并培养优秀青

年艺术家为己任，立足齐鲁，放眼全

国，扩大海内外广泛艺术交流。

山东青年美术大展（国画部分）

也同期开幕，集 中 展 示 了 近 年 来 活

跃在山东画坛乃至在全国颇具影响

的 70 位 青 年 艺 术 家 创 作 的 国 画 作

品近 200 幅。这些作品洋溢着新鲜

气息，思想新颖、观念独特，较好地

反映了山东当代青年画家的整体水

平。 （薛 可）

山东画院青年画院揭牌成立

本报讯 元旦前夕，由中国孔子基

金会建设的山东省首个乡村级“孔子学

堂”落户“第一书记”帮扶村——德州市

夏津县拐尔庄村。

拐尔庄村是夏津县远近闻名的“孝

德村”。中国孔子基金会曾先后向该

村选派了 3 名作风过硬的党员干部，加

强对该村的帮扶工作。3 年来，“第一

书 记 ”因 地 制 宜 ，以 文 化 帮 扶 为 切 入

点，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对该村文化建设进行整

体设计打造，实施了孔子文化广场、孔

子学堂和乡村记忆馆等多项文化建设

工程。

据该村现任“第一书记”张华介绍，

“孔子学堂”启动后，将围绕“孝”文化品

牌统筹整合文化大道、文化大院、孔子

学堂体验馆、乡村记忆馆等，让传统文

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建在村民家门

口的教育基地。

（孙丛丛）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记

者 1 月 8 日 从 山 东 省 文 化 厅 获 悉 ，

今 年 全 省 有 3 个 剧 目 获 得 山 东 省

优秀保留剧目称号，12 个剧目入选

2014—2015 年 度 山 东 省 舞 台 艺 术

精品工程，10 个剧目入选山东省地

方 戏 振 兴 和 京 剧 扶 持 保 护 工 程

2014 年 度 重 点 剧 目 。 省 文 化 厅 艺

术 处 处 长 刘 敏 介 绍 ，各 项 工 程 的

实 施 ，极 大 调 动 了 全 省 文 艺 院 团

开 展 艺 术 创 作 的 积 极 性 。 目 前 ，

省 直 和 各 市 ，包 括 一 些 县 级 院 团 ，

创 作 热 情 高 涨 ，陆 续 有 一 批 新 剧 目

涌现出来。

“ 十 艺 节 ”后 ，为 保 持 全 省 舞 台

艺 术 创 作 的 良 好 发 展 势 头 ，山 东 出

台繁荣山东舞台艺术“4+1 工程”实

施 方 案 ，建 立 了 推 动 全 省 舞 台 艺 术

繁 荣 发 展 的 政 策 体 系 。 所 谓“4+1

工程”，即：山东省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 、山 东 省 地 方 戏 振 兴 和 京 剧 扶 持

工 程 、山 东 省 优 秀 保 留 剧 目 工 程 、

山 东 省 舞 台 艺 术 英 才 培 育 工 程 ，以

及 支 持 鼓 励 山 东 省 优 秀 剧 目 、优 秀

人才参加国内外重大艺术比赛和评

奖活动的激励政策。

“4+1”工程延续山东舞台艺术繁荣势头

本报讯 （驻山东记者苏锐）1 月

2 日 下 午 ，山 东省文化厅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和人员密

集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及省

委、省政府相关领导同志讲话精神。省

文化厅厅长徐向红在会上表示，上海外

滩踩踏事件提醒我们，安全事故频发的

主要原因是相关部门松懈麻痹。很多

文化场所是人流密集的地方，全省文化

系统要在各自领域立即开展安全生产

管理检查工作，确保安全。

徐向红指出，全省文化系统要充分

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形

势 的 严 峻性，切实提高责任感和紧迫

感。文化部门战线长、场馆多、活动多，

安全生产责任重大，安全生产管理形势

不容乐观。要注重做好防火灾、防暴恐、

防极端、防踩踏的“四防”工作，认真

学习中央关于做好安全生产管理工

作的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省委、省政

府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提高对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他要求，全省文化系统要立即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对文化场馆、娱乐场

所等人员密集地区进行全面、系统、彻

底排查，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落实到每

一个细节，不留死角。要建立严格、规

范的“账本”，做到举办活动就要有预

案。对老旧场馆、职工宿舍、下乡演出

车辆、舞台等设施重点排查，消除隐患。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层

层传导压力，把责任落实到人。要继

续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确定主要负

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在做

好业务工作的同时做好安全工作。

要保持建立安全预案常态化，将安全

预案作为举办活动的必备前提。文化

场馆举办活动时必须做到主要负责人

在班、分管负责人在岗、安全员到位、

保安持续巡查。

要加强安全值班值守，畅通信息

报送渠道，实行日报告制度。主要负

责人要带头在节假日对场馆单位进行

值守，相关部门要对全省文化系统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做到日调度，把安全

生产管理作为头等大事来办。

徐向红强调，要依法依规对发生

的问题进行严肃追责。对检查不力、

落实整改不到位的部门或责任人也要

实行问责，安全问题无小事，每个单位

都不能掉以轻心。

省文化厅副厅长胡上山参加并主

持会议。

文化设施利用率不断提高

1月 1日晚，临沂大剧院歌声绕梁，

座无虚席，总建筑面积 7 万平方米的大

剧 院 在 当 日 正 式 启 用 。 厉 行 节 俭 原

则，启用仪式没有大排场、不搞剪彩，

代之以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员们的精彩

演出。为保证大剧院正常运营管理，

临沂市成立了琅琊传媒集团，专门负

责区域内国有文化场所的运营。琅琊

传媒集团执行董事赵连钢介绍，临沂

大 剧 院 2015 年 演 出 计 划 已 排 到 6 月

份。其间，临沂市民可以一睹“钢琴王

子”李云迪的风采，聆听小提琴世界名

曲的天籁之音，欣赏开心麻花团队带

来的《乌龙山伯爵》话剧……

1 月4日，记者走进济宁市汶上县军

屯乡李集村的农家书屋，浓郁的书香气

息扑面而来，10余名村民正在聚精会神

地翻看《麻鸭养殖》、《核桃管护》等书

籍。李集村负责人王世海说：“每天都有

很多村民来这里读书看报、学习充电，

这里已经成了村民们的‘文化氧吧’。”

元旦期间，山东博物馆的人流量

创历史新高。根据山东博物馆数据统

计：仅 1 月 1 日当天，博物馆累计接待

25115 人次。人流剧增的背后是山东

省 直 文 化 场 馆 开 展 的 丰 富 的 文 化 活

动。元旦前夕，为让市民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文化年，山东博物馆“圆明园

特展”开展，展期 3 个月，旨在让群众近

距离体验北京的皇家园林文化。利用

假 期 去 图 书 馆 看 书 是 很 多 市 民 的 选

择。在山东省图书馆，元旦 3 天累计接

待读者超 1万人次。

送文化下乡注重顶层设计

2014 年的最后一天，山东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了 2014 年全

省文化惠民 16 件实事的落实情况。山

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在会上说，

“我们采取政府采购、演出补贴等多种

方式，全省各级艺术院团共免费送戏

2.6万多场，超额完成全年演出任务近 3

倍。”近年来，山东的文化惠民活动十

分接地气，受到基层群众的好评。1 月

4 日，山东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办

实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向社会发布《2015

年全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三问于民”

意见建议征集启事》，鼓励群众从自己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文化活动和

文化服务入手，向行政部门提建议，以

利于相关部门制定群众普遍关心、渴

望解决、受益面广的惠民措施。

在此之前，山东的冬春文化惠民

活动已经启动。2014 年 12 月 30 日，主

题为“共筑中国梦、欢庆幸福年”的首

场文化惠民活动在邹城市举办。山东

省京剧院演员为当地百姓送去了《沙

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经

典京剧选段。邹城市民鲁杰评价，“演

出很精彩，非常适合我们老百姓的‘口

味儿’。”据山东省文化厅初步统计，

2014 年 年 底 至 2015 年 3 月 中 旬 ，省 、

市、县 3 级将组织有规模的主题活动

2000余场次。

2014 年 12 月 28 日，“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暨山东省书法家协会

第四届“百县千村”书法文化下乡活动

在济南启动，全省 700 多名书法家深入

17 个市 100 多个县市区的上千个村庄，

为基层群众进行书法创作与辅导，共

同开展“百县千村”书法文化下乡活

动。山东“百县千村”活动开展 3 年来，

先后有 2000 多名书法家深入农村和社

区，为基层群众书写书法作品 3000 多

件、春联近 3 万副，捐赠图书和书法用

具上万套。

文艺活动紧紧围绕
“服务人民、扎根基层”

2014 年 12 月 31 日晚，很多泉城市

民走进济南市各演出场馆，欣赏山东省

直文艺院团带来的跨年演出。在百花

剧院，山东省吕剧院精选了吕剧传统名

段《墙头记》，与在场数百位观众分享。

山东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说，“节日看

戏是我们的民间传统，在新年来临之际

演出吕剧经典剧目，可以让群众在节日

欢乐的气氛中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元旦期间，山东各级文艺院团坚

持“服务人民、扎根基层”原则，放弃休

息时间，送演出到基层。

2014 年 12 月 31 日，济南市在当地

群众艺术馆举办迎新年文艺晚会。民

族器乐合奏《大地红花遍地开》曲韵悠

扬，舞蹈《荷花飘舞》婉约华丽，室内乐

《茉莉花》扣人心弦……本次迎新年文

艺晚会的最大亮点是节目完全由济南

本地文化人编排，演员也均是泉城业

余文艺爱好者，观赏嘉宾则是来自社

会各界的近 700位普通群众。

元旦期间，山东剧院举办了 5 场

“欢乐新年——2015 杂技曲艺荟萃惠

民展演”，最高票价不超过 180 元，吸引

了不少热爱曲艺的市民到场观看。

山东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说，2015

年 山 东 将 继 续 深 入 实 施 文 化 惠 民 工

程，让百姓共享文化成果。同时创新

文化服务内容和手段，保障人民的文

化需求得到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