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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故里：南乐县文化发展纪实
运社玲 冯爱华

中原文化

南乐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濮阳市，

这里是造字圣人仓颉、天文学家僧一行

的故乡，享有“中国仓颉文化之乡”“河

南省戏剧之乡”“河南省传统戏剧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河南省草编之乡”等

诸多桂冠。在第二批河南省公共文化

示范区的创建过程中，该县得到河南省

文化厅以及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走出了

一条“小县大文化，穷县富文化”的特色

发展之路。

“南乐文化人”活跃城乡

在南乐县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顶

烈日，冒严寒，风雨无阻，活跃在广大城

乡，搞培训，送文艺，潜心创作，为广大

群众送去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他们叫

“南乐文化人”。为满足广大群众对文

化的需求，南乐县变“送”文化为“种”文

化，以“种”为主，“种”与“送”有机结合。

该县每年举办的“教你一招”群众

文化活动系列培训班，对基层“文化能

人”进行广场舞、秧歌、戏曲、摄影等知

识培训，先后举办了 18 期，培养基层优

秀文艺骨干 3180名，带动了全县 10万多

名文艺爱好者的参与。此外还常规性

开展广场舞大赛、戏曲大赛、青歌赛等

多项文体活动，全县上下形成了“人人

都关注、户户传歌声、村村都参与”的文

化繁荣局面。

为推动文化惠民工程与群众文化

需求的精准对接，2015 年南乐县创新推

出了“点单配送”服务，在网站、微信平

台、《文化南乐》期刊等开办“点单配送”

专栏。整合资源，组建了舞蹈、文艺、书

法等 22 支队伍，面向基层群众推出了文

艺演出、讲座、展览等十几类文化服务

项目，群众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约服

务。通过这个平台，群众实现了在家门

口学习广场舞、绘画、书法，观看演出、

展览等。使公共文化服务开始从“以我

为主”向“你说了算”转变。

这项措施实施以来，南乐先后根据

“订单”派出工作人员帮助寺庄乡岳村集

村村民岳红昌成立了全县首家个人民俗

博物馆，派出服务小分队帮助4个乡镇37

个村重新规划设计了乡镇文化站、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派出“跟我学吧”教练组

深入 12个乡镇，进行广场舞巡回教学，培

训人员 5000多人次，广场舞队、文艺队普

及率在全县达到了100%。

此外，南乐县注重加强文化人才队

伍建设，形成“专业人才领军、基层干部

统筹、群众队伍支撑、志愿者广泛参与”

的工作格局。目前，全县有舞龙舞狮

队、秧歌队、广场舞队、高跷队等各类群

众文艺社团 856个，成员超过 2万人。

在人才队伍累累硕果的基础之上，

南乐的基层文艺创作热情高涨，涌现出

一大批优秀文艺精品。豫剧《布衣巡抚

魏允贞》一举夺得河南省文华奖金奖、

全国第九届戏剧文化奖两金三银四铜

及集体表演奖等 14 个奖项，并作为 2016

年优秀廉政剧目在全省巡演；创作了抗

战纪录片《南乐抗战记忆》、大型杂技情

景剧《卫河儿女》、濮阳市杂技创新剧目

《旋转顶技》等；书法领域，多人次进入

国展、获得省奖；由南乐杂技团创新的

节目《高椅》晋级《出彩中国》人并获得

银奖。

六大品牌活动贯穿全年

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中，

南乐县坚持品牌化运作模式，连续五年

精心打造“南乐文化”品牌，先后成功推

出了周末激情广场、乡村梨园春、南乐

星期天、文化进西湖、过大年唱大戏、关

爱有家六大主要文化活动品牌，为全县

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周末激情广场”活动兴起于 2011

年，每年 5至 10月份的周五晚，由县直各

相关单位轮流举办晚会。近年来规模

不断扩大、演出场次逐年增多，参演主

体从县直单位扩展到了社会团体，每年

80 多场的演出成了县城居民业余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文艺人才搭建了

施展才华的舞台。

“乡村梨园春”以该县西邵乡乔崇

町村为中心，河南坠子、大平调、豫剧、

曲剧等河南地方戏曲为主，采取群众自

演自唱的形式，每周巡回演出 2 至 3 场。

目前已发展到 36个村、农民演员 328人，

荣获河南省“群星奖”、全国第五届“服

务农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称号，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的表彰。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该县文广体旅局

购置点歌系统，运用“互联网+”思维，建

立“想唱来我家”乡村梨园春微信群，吸

纳周边的 5000多人成为会员。

2014 年开始的“南乐星期天”活动

以科技、文化、卫生、法律“四下乡”为主

要内容，组织县直各单位干部职工利用

星期天时间下乡入村巡回开展活动，开

展活动 200 余场。在 2015 年开始的“文

化进西湖”活动已举办各类展演 56 场

次，包括传统戏曲演出、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演、戏迷风采展演、杂技表演等，并

于今年 5 月份全民健身月成功举办首届

万人环湖健步行，端午节举办首届龙舟

大赛。而“过大年唱大戏”文化品牌则

在春节、元宵节前后，举办传统戏曲展

演、舞龙舞狮大赛、乡村民俗文化展演、

千人民舞大展演等系列节日文化活动，

每年的参演人数都达到 10 万人以上，极

大丰富了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

“关爱有家”“六进”文化品牌是针

对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农民工、残障

人等弱势群体开展的送服务惠民工程，

以“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

军营、进敬老院”“六进”为主要形式，以

送文艺为主要内容。根据群众需要，组

织县内各文艺团体排练精彩节目，让村

民不掏钱、不出门就能欣赏到高水准的

专业演出。充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

等化，保障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目前已

开展活动59次，惠及群众 20多万人次。

上述六个文化活动品牌相互补充、

相互衔接，贯穿南乐全年的群众文化之

中，越来越多人参与其中。

“穷县富文化”的创新探索

2016 年南乐县文化建设一件件大

事逐件落地。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

下，南乐县政府每年都拿出 400 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目前，

县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一级馆，图书馆达

到国家二级馆标准；已建成 260 个综合

文 化 服 务 中 心 ，占 全 县 322 个 行 政 村

80%以上；宋耿洛汉墓群——赫胥陵成

功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修

缮工程、仓颉陵综合提升工程顺利实

施，并免费对外开放；南乐县文化综合

体正在建设中，其中文化馆、图书馆新

馆主体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共享工

程基层服务点、农家书屋、广播电视覆

盖率达到 100%；与此同时，南乐县全民

健身活动中心和明清文化一条街正在

积极规划中。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过程中，南乐县积极在诸多领域进行探

索。关于如何保障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的课题研究，该县先后建立了一整套人

才和技术保障、绩效考核和文化活动激

励机制，得到了专家一致好评。

南乐县把建立健全基层群众文化

服务专业人才、业余文艺骨干队伍作为

文化事业长效发展的有力措施之一。

2014 年以来，结合县域实际，培育了 150

个文化示范村，举办“跟我学吧”“教你

一招”系列培训班，使文艺队伍实现了

“一带十、十带百、百带千千万”的链条

式发展，开创了文化建设新格局。

南乐县人民政府把基层群众文化

活动纳入乡镇、单位目标管理、绩效考

评和年度考核体系中，县政府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连续多年实行目标管

理责任制，基本形成了政府、社会、服务

群体共同参与的监督管理体系，人民群

众公共文化服务的受益率等指标居全

省前列。

建 立 基 层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激 励 机

制。其中，列出专项资金以奖代补，购

置音响、锣鼓等演出设备，对选出的 150

个文化示范村、社区进行奖励；开展广

场舞秧歌舞大赛、青歌赛、戏曲大赛、器

乐大赛、舞龙舞狮大赛等各类赛事，重

金奖励优胜者和参与者，极大地激发了

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除 此 之 外 ，该 县 的 图 书 进 超 市 活

动，又积极创新、拓宽全民阅读工作思

路，经过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开展图书

托管可行性讨论，在超市设立了便民图

书借阅服务点，方便了群众借阅，这一

运作模式在全省尚属首家。

如今，南乐县新一届县委、县政府，

提出“城建立县，文化兴县”战略和“全

域旅游”概念，立足仓颉、一行、文庙等

文化亮点，结合南乐西湖水文化，着力

打造马颊河、西湖沿岸文化旅游经济

带，做大做强南乐县仓颉文化产业园等

文化旅游产业。全力推动全县文化事

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仓颉故里正以崭新

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11 月 11 日，郑州古荥大运河文化区

保护与开发研讨会在郑州举行。研

讨会上，20 余名国内知名专家围绕

如何保护、开发和利用惠济区现有

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挖掘大运河

的历史文化内涵，如何定位大运河

文化区等问题建言献策。此举为郑

州古荥大运河文化区的规划建设理

清了思路，也拉开了郑州古荥大运

河文化区建设的序幕。

古荥大运河文化区是郑州市委

市政府的两个重点文化项目之一，

在郑州市十一次党代会上，明确了

要把古荥大运河文化区作为提升郑

州市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

的重要载体。郑州市惠济区将用两

年的时间打造古荥大运河文化区。

项目将以文物保护为基础，传承和

发展传统文化符号，依托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镇——古荥镇和世界文化

遗 产 —— 隋 唐 大 运 河 两 大 顶 级 资

源，实现文、商、旅结合，把古荥镇打

造成郑州市乃至河南省顶级的文化

旅游古镇。

本次 研 讨 会 由 中 国 城 市 规 划

学 会 风 景 环 境 规 划 设 计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办 ，郑 州 市 城 乡 规 划 局 、郑 州

市文物局协办，郑州市惠济区人民

政府承办。

本报讯 11 月 3 日，漯河市幸福

乡村生态游 1 号线授牌仪式暨现场

观摩活动在郾城区黄河广场举行，

此举标志着漯河市幸福乡村生态游

1号线正式开通。

今年漯河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乡村面貌发生重大改观的情况

下，推出了农村人居环境升级版——

幸福乡村生态游，郾城区文化旅游

局 全 力 打 造 幸 福 乡 村 生 态 游 1 号

线。幸福乡村生态游 1 号线共有聚

博传统文化园、沙河湾农庄、西湖果

缘休闲农庄等 9 个不同特色的示范

点，这条线路于今年 9 月份试运行，

并收到良好效果。

郾城区委副书记赵丹在揭牌仪

上表示，该区将借助打造幸福乡村生

态游 1号线之机，转变旅游发展理念，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旅

游村镇，建设一批具有郾城地方特色

的旅游乡村、休闲农庄；同时加大对

乡村旅游示范点的投入，进一步完

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不断探索乡

村旅游新项目、新业态。 （邵飞飞）

本报讯 11 月 2 日至 5 日，“春

雨工程·文化志愿者边疆行——郑

州市非遗项目暨书画作品展”在国

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勐海县举行。

本 活 动 由 中 共 郑 州 市 委 宣 传

部、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西

双版纳州勐海县委县政府主办，郑

州文化馆等承办。活动围绕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主题，以文化志愿服务为抓手，以非

遗项目和书画大展为平台，在 4 天的

展期内共展出郑州市非遗代表性项

目 100 余个，代表中原风貌、郑州文

化品牌和文化志愿建设水平的书画

作品 100余幅。

十八大以来，郑州市公共文化

建设水平逐年提高，具有国内外影

响力、感染力的大文化体系初步建

立。郑州市连年组织文化志愿者送

文化到边疆，加快文化志愿服务的

节奏和步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有效地提升了郑州市的软实力和核

心竞争力。

（陈晓清）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近日，纪念豫剧大师崔兰田诞辰90周

年戏曲晚会《兰田芳菲》在安阳举行。

当 晚 ，崔 派 名 家 张 宝 英 、崔 小

田、张晓霞等携安阳市崔派艺术研

究院优秀演员轮番献艺，各展所长，

浓厚醇郁的崔派唱腔回荡在剧场，

不仅展示了崔派艺术的迷人魅力，

也显示了崔派弟子尊师重教、众志

成城的传承精神。

崔兰田大师嫡传弟子、安阳市

崔派艺术研究院院长崔小田还在晚

会现场喜收 5 名新徒。崔小田表示，

此次演出旨在深切缅怀大师风采，

追忆大师对豫剧发展作出的卓越贡

献，同时，希望以此次晚会举办为契

机，让更多的人弘扬传统文化，了解

并积极传承崔派艺术。

南乐星期天群众文化活动现场 常少峰 摄首届龙舟大赛 高中利 摄

本报讯 近日，由河南省音乐

家 协 会 、河 南 大 学 主 办 的“春 风 桃

李·代代传声”——吕岱声从教 60 周

年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心举行。音

乐会是著名声乐教育家、河南大学

艺术学院已退休教授吕岱声从教 60

周年艺术实践和教学成果的汇报，

是对她钟爱的声乐教育事业的深情

回馈，也是她海内外学子对恩师的

倾情奉献和真情汇报。

吕岱声从教 60 年学术研讨会也

在郑州同期举行。河南省音乐家协

会主席周虹，省文联副主席、音协副

主 席 李 仲 党 等 共 忆 吕 先 生 执 教 生

涯，他们肯定了吕岱声对河南声乐

教育尤其是美声教育作出的贡献。

吕岱声 1929年 11月生于四川成

都，是河南现代声乐教育思想暨以

科学唱法演唱民歌戏曲的践行者和

推广者。 （余音轩）

本报讯 近年来，舞钢市把基

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作为河

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将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纳入政府重要

议事日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列为

2015、2016 年十大惠民实事之一来

办理。

2014 年，舞钢市成功申报为示

范区创建城市，以此作为推动舞钢

文化强市战略的重要抓手，积极组

织筹措资金 3000 多万元，用于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通过市

委常委包乡、县级领导干部包村的

举措，对全市需要新建的 47 个、改建

的 101 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进行建设，每个行政村都有不低于

500 平方米的广场和 150 平方米的活

动场所。每个新建村级活动场所市

财政奖补 5 万元，每个改建的村级活

动场所市财政给予 2 万元奖补，对没

有按期完成新建或改建任务的，市

财政不予奖补，分包领导和市直单

位延期帮扶工作任务。这一举措极

大调动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建

设积极性。 （杨 琴）

郑州文化志愿者情牵云南勐海

漯河市开通幸福乡村生态游专线

纪念崔兰田诞辰 90周年戏曲晚会举办

郑州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建设拉开序幕

吕岱声从教 60周年音乐会举行

舞钢市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升级

淮 阳 是 太 昊 伏 羲 氏 建 都 长 眠 之

地，近年来该县整合了以太昊陵为代

表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以龙湖为代表的

自然生态资源，将县域打造为“生态、

自然、现代、宜居”的旅游度假区，叫响

了“中国休闲福地、国学文化源地、中

华朝祖圣地”三张文化旅游名片。特

别是自 2014 年以来，该县以创建河南

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契机，

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保

障机制，采取得力措施，全面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前，88 个创建指

标已全部落实。

淮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把创建省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作为有力抓手，立

足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把创建省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全县上下形成了党政齐抓共管、部

门各司其职、群众热情参与的大创建格

局。此外，县委、县政府还把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纳入财政预算加大投入。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建设为例，2015

年，县财政投入群众文化艺术中心建设

2200 万元；2016 年，县财政投入群众文

化艺术中心建设 1010 万元，预算投入乡

镇文化站建设 197 万元、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 727 万元、数字平台建设 427

万元。

作为中华姓氏起源地、易学源头、

农耕文化发祥地和龙图腾发源地，淮阳

加大非遗泥泥狗制作艺术的传承和保

护，开展研究和培训，让传统的泥塑艺

术焕发出新的光彩。2015 年淮阳县被

国家民协命名为“中国泥彩塑（泥泥狗）

文化之乡”，同时成立了“中国泥彩塑文

化（淮阳）研究中心”，为中原传统美术

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淮

阳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打 造 了 又 一 新 的 平

台。县文化馆淮阳泥泥狗陈列馆作为

全国一流的县级陈列馆，收集展品 1200

件，今年又成功创建国家一级馆。目

前，县图书馆、文化馆、泥泥狗陈列馆和

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常年向社会免费开

放，取得了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

良好成效。

自 2010 年以来，淮阳已连续举办七

届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遗展演

活动。其中，2016 年举办的第七届非遗

展有 65 个非遗项目参与，包含 2 个世界

级、13 个国家级，参与演职员 3000 多名，

惠及群众 300 余万人次。这不仅推动中

国非遗成果的保护与传承，而且很好地

为淮阳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新平台，让

鲜活的群众文化活动惠及百姓的日常

生活。

除 了 重 大 品 牌 活 动 ，淮 阳 各 个 乡

镇也利用中国传统重大节日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新站镇的高跷、

肘歌，曹河乡的竹马、旱船，王店乡的

担 经 挑 ，白 楼 镇 的 打 花 提 ，豆 门 乡 的

舞狮，郑集的舞龙等，推陈出新，异彩

纷 呈 。 2016 年 5 月 ，以 泥 泥 狗 、担 经

挑、竹马、旱船等 378 支 1 万余人的民

间艺术表演队伍为支撑，被河南省文

化厅授予“河南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荣誉称号，成为该县公共文化服务的一

大亮点。

此 外 ，淮 阳 还 利 用 伏 羲 文 化 研 究

会、“陈文化”研究会等民间文化机构，

每年组织若干不同规模的“伏羲文化”

“陈文化”研讨活动。一批隐藏民间的

优秀文化资源精彩纷呈，如民间舞蹈、

“担经挑”“鸡毛人逗蟾”“打铁舞”“黄土

人”，传统美术“泥泥狗”“布老虎”“剪

纸”“芦苇画”，民间曲艺“鱼鼓”等，彰显

了淮阳文化软实力。

特 别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近 年 来 淮 阳

文化艺术精品辈出，各乡镇团体分别

以身边人、身边事为题材，以正能量宣

传为主旋律，演自己事、自己演、自己

看。文艺爱好者创作的《简爱》《我的

青春你来过》《仕途》《幸福花儿开》等

10 余 部 微 电 影 和《淮 阳 ，我 的 家 乡》

MTV 歌 曲 ，深 受 广 大 观 众 的 好 评 ；戏

剧《通不通》获第二届周口市小戏小品

大赛优秀剧目奖；豫剧《三娘教子》荣

获周口市第三届戏剧大赛金奖；古装

豫剧《绣花女传奇》荣获周口市第四届

戏剧大赛银奖。这些节目接地气、深

受群众欢迎，极大活跃了淮阳基层群

众文化氛围。

淮阳：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窦凤祥 刘 矿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

11 月 15 日，由鹤壁市委宣传部、鹤

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鹤壁市

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等联合摄制的

廉政戏曲电影《草根秀才》在鹤壁市

首映。

该剧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金

不换、徐福先领衔主演，影片延续了

鹤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的艺术

风格，通过喜剧手法塑造了一个拒

绝官场黑金交易潜规则、敢于反腐

打黑、一身正气的落第秀才形象。

领衔主演金不换称其最大的梦

想就是成就豫剧人的电影梦，《草根

秀才》是其领衔主演的第 5 部戏曲电

影。该剧旨在通过“草根秀才”反映

了一种坚韧的“劲草精神”，向全社

会传递正能量。

鹤壁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于

燕表示，该影片是鹤壁大力弘扬牛

派 艺 术 、打 造 文 化 精 品 的 优 秀 成

果 ，充 分 发 挥 了 影 片 宣 传 典 型 、启

迪 思 想 、陶 冶 情 操 、凝 神 聚 力 的 重

要作用。

廉政戏曲电影《草根秀才》在鹤壁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