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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湖北省十堰市首届群众

文艺展演季颁奖晚会文艺演出在十堰

市红松剧场举办，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

出的优秀群众文化节目集中亮相。至

此，这场由十堰市人民政府主办，十堰

市委宣传部、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

电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共同承

办，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十堰市群众艺

术馆、各县市区文体局联合协办的纯

公益性的综合性群众文艺盛会，顺利落

下帷幕。

十 堰 位 于 湖 北 省 西 北 部 ，秦 巴 山

区，汉江中上游。与豫、渝、陕三省交

接，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处和东西文化的

承接点。“外修生态，内修人文”是十堰

市转型发展、绿色崛起的重大方略。如

何将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向特殊群体

延伸，让全市人民享受文化实惠，打通

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一直是十堰

市文化部门思考的问题。群众文艺展

演，正是一个良好的突破口。

群众热情参与

十堰市群众文艺展演季每两年举

办一届，在湖北省是首创，堪称十堰市

文化类运动会，具有群众性、广泛性、普

惠性。活动参与门类广，包括音乐、舞

蹈、曲艺、民俗、美术、摄影等 10 个门类，

除了将深受群众喜爱的广场舞作为比

赛项目，还首次将原生态民歌类、民俗

类作为比赛项目，将草根文化、乡土文

化搬上全市大舞台。活动参与面广，参

加对象首次将乡镇（街道）文化站、村

（社区）文化活动室、社会文艺团队、民

营院团以及民间艺人纳入进来。活动

覆盖面广，遍及全市各乡村、城镇、街

办、社区。

展演季自今年 3 月启动以来，各县

市区通过开展活动，为普通老百姓搭建

起了展示才华的舞台，得到了广大群众

文艺爱好者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

在全市迅速掀起的群众文化活动热潮，

一浪高过一浪，为当地群众带去一场接

一场丰盛文艺大餐。

茅箭区专场演出中，100 多个社区、

社会文艺团队的上千名文艺爱好者登

台献艺。比赛现场，38 支参赛的广场舞

代表队跳出千人共舞的美妙乐章——

《美丽中国》，令人震撼。

竹溪赛区广场舞大赛在县广场公

园精彩开锣，来自城区的 14 支广场舞表

演团队经过激烈角逐，老年协会表演队

表演的京调扇舞《梨花颂》拔得头筹。

丹江口市举行了音乐、舞蹈、广场

舞、戏曲和曲艺及民俗 5 场演出，均州阳

光艺术团的传统花棍舞《快乐花棍》等

节目受到市民欢迎。

郧西县、房县、竹山县、郧阳区、张

湾区、武当山特区等也举办了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专场演出活动。郧阳区

专场演出以民俗表演为主题，郧阳民

歌、民间吹打乐、二棚子戏、蚂虾灯舞、

皮影戏、彩船等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

离领略郧阳文化的独特魅力。房县专

场演出以小品、快板、歌舞、诗经民歌、

音乐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精准

扶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与优

秀的房陵文化有机结合。

历时 6 个月的展演季活动，参与群

众近 10 万人次，其中年龄最高为 90 岁，

最小年龄为 4 岁。十堰市天鹅艺术团的

团长张娥，同时也是十堰市群艺馆选

拔、聘任的社会文艺辅导员，为在展演

季活动中呈现好的舞台艺术效果，她自

筹资金 3万余元，购买了 100余套演出服

装。同样也是社会文艺辅导员的张艳，

每天排练六七个小时，她所在的团队里

年龄最小的 45 岁，最大的已经 57 岁，有

时为了照顾还未退休的上班族赶上排

练进度，晚上不得不加班排练。

据十堰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

局局长牛孝文介绍，活动期间，全市各

地开展各类文艺演出 300 余场次，参演

的社会文艺团队 800多支，观众近 100万

人次。

地域特色浓厚

展演季活动还激发了广大群众和

社会各界参与文艺创作的热情。据统

计，活动开展以来，参演节目达 3000 余

个，其中新创编节目近 200个，包括音乐、

舞蹈、曲艺等多种类型。这些新创编节

目内容充分彰显了十堰地域特色。

在开幕式演出中，十堰市文体新广

局组织专家精心创编的舞蹈《武当太极

健身舞》，将武当太极的形神意和广场

舞的韵律美情景交融完美结合，极具地

域特色，一亮相便赢得满堂喝彩。

在民俗类比赛中，部分非遗项目走

上舞台，让观众大饱眼福。张湾区选送

的灯舞《草把龙》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崇龙图腾文化的心理反应，

蕴含着殷实的汉水文化，传承着质朴火

热的民风习俗。郧阳区选送的《郧阳凤

凰灯舞》是郧阳区民间独有的一种传统

舞蹈艺术形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楚人崇凤”遗风在楚地民间的

活态遗存。房县选送的船灯《房陵风》，

是宫廷文化、流放文化及民间文化的结

合，蕴含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

息。此类民俗表演一般较为分散且只

有在传统节日才可以看到，对于城市的

居民来说难得一见，像这样大规模、集

中式的展演在十堰市尚属首次。

此外，展演节目中，郧西三句半、郧

阳四六句、泉溪花鼓、竹山高腔等多种

艺术表现形式，让市民们近距离欣赏到

了十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魅力。

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为把首届群众文艺展演季活动向

纵深推进，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十堰

市公共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实现“文化

惠民，文化育民，文化乐民”的目的，市

群艺馆从涌现出的精品文艺节目中经

过精心选拔，开展了展演季优秀节目和

优秀摄影作品进社区、军营、学校、广

场、乡村等成规模、多门类、多形式的巡

回展演展览活动，把文化资源沉下去，

让群众满意提上来。

巡回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在武警

十堰市消防支队的演出中，歌曲《当你

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舞蹈《咱当兵的

人》等贴近军人生活、展现军人风采的

节目，在走进军营的同时，更走进了军

人的心里。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

源头丹江口市的演出，则和文化精准扶

贫紧密结合，为当地百姓带来了丰富的

文化盛宴。60 余个精彩节目近 1000 名

演职人员组成的巡回演出活动，用歌声

与舞蹈传递着欢乐与喜悦，为近 10 万人

次观众带来愉悦满怀，留下温馨无限。

展演季期间，全市各地通过丰富多

彩的展演季活动，为群众搭建了展示才

华的平台，让百姓当主角，让草根当明

星，让群众过把瘾。活动所到之处，看

到的是百姓的笑脸，听到的是群众的笑

声，感受到的是文化惠民给老百姓带来

的欢乐。

十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世杰

认为，十堰市首届群众文艺展演季，是

十堰市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群众参与性

最强、覆盖面最广、门类最多的一次群

众文化盛会，给广大市民带来了更多的

艺术享受，是十堰人民欢乐的节日。

应运而生的群众节日

十堰地处秦巴山区，与外界相比，

交通的不便利制约着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但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十堰市的群

文事业展现出了欣欣向荣的风貌，怒放

出芬芳醉人的花香。当人们满心欢喜

品尝十堰文化的累累硕果时，可曾想到

那一方热土上辛勤耕耘的基层文化工

作者。

2016 年正月初一至初五，十堰市人

民广场，在万家团聚、普天同庆的日子

里，十堰市群艺馆举办的“欢欢喜喜过

大年”群众文艺演出活动精彩上演，为全

市人民送去了节日的祝福。自 2006年至

今，这项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11年。

十堰市群艺馆连续 10 余年成功举

办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并不止一项：

2004 年以来，每年一届的十堰市少儿艺

术节，已举办 13 年，2012 年，此项活动被

湖北省妇联、综治委评为“优秀妇女、儿

童维权岗”。2005 年以来，一直自筹资

金举办的“人民广场大家乐”群众文艺

大联欢演出活动，现已演出 285 场次，

2012 年，该活动被湖北省文化厅授予

“全省优质服务项目”。目前，十堰市群

艺馆在组织举办群众文化活动时，已形

成了策划上有创意、组织上有经验、硬

件上有设备、软件上有技术、服务上有

保障、舞台上有效果的良好态势。

十堰市群艺馆在常年组织开展群

众文化活动的同时，还全面做好群众文

艺精品创作示范与辅导、培训群众文艺

骨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坚

持做到“文化服务常态化，文化活动品

牌化，群众文化专业化，服务模式多元

化”，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广大市民的

文化生活。

创作的群文精品中，评书《正义的

呼唤》、摄影《汉水边的小姑娘》、舞蹈

《武当情》、书法《吴刚篆刻》、小品《戏

迷》、女声独唱《江山如画》、豫剧《爱的救

赎》、大调曲子《花喜鹊》、美术《秋塬》等

作品在第八、九、十届中国艺术节及首届

和第二届湖北艺术节比赛中荣获大奖。

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深接地气，自

2014 年以来，为了扩大辅导培训工作在

基层的延伸，十堰市群艺馆创新工作方

式，从全市文艺表演团队中选拔、聘任了

60 名社会文艺辅导员，参与日常辅导培

训工作，开全省之先河。

2013 年 5 月，时任文化部非遗司副

司长蒋明清在十堰市群艺馆调研后表

示：“十堰市群艺馆在组织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文艺精品创作、辅导培训、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

的工作，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在

全国群众文化领域都已步入前列。”

十堰的文化品牌有了影响力，十堰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丰富了，但以“发展

公共文化，弘扬先进文化，繁荣群众文

化，传承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十堰市的

群文工作者们仍耕耘不止。

一朵鲜花的绽放需要无数人汗水

的浇注，一份伟大的事业需要无数人的

共同努力。两年一届的群众文艺展演

季是十堰市一项新的重大文化惠民工

程，也是一个新的起跑线。如何把今后

每届的展演季活动办出特色，持续深入

为全市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如

何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需求的有

效对接；如何尽快形成城乡一体的公共

文化服务网络，真正让老百姓享受到公

共文化的标准化、均等化服务，实现好、

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

仍是十堰市群众文化工作中亟待探索、

解决的课题。

群众文艺 花开山乡
尉光耀

丹江口市舞蹈《乐舞青衣》

古筝独奏《秋叶思》

话剧表演《城南旧事》——秀贞选段

茅箭区湖北大鼓《精准扶贫暖人心》

女声独唱《黄河源头》 诗朗诵《我的南方和北方》

郧阳区凤凰灯表演

张湾区双人舞《帕米尔之情》 竹溪县向坝乡民歌表演

群舞《打连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