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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昌邑市居民崔宏志只要周

末没事，便领 着 孩 子 一 起 去 市 图 书

馆看书。“图书馆环境很安静，硬件

设施也很好，非常适合阅读。”崔宏

志说。

今年，昌邑市文化馆、图书馆新

馆均已实现免费开放运营。两馆积

极组织开展各类文化辅导、人才培

训、展览和全民阅读活动，逐步成为

全市文化惠民的主阵地。在基层，昌

邑市的 9个镇（街）文化站均达到国家

三级以上标准，6 个镇、20 个农村（社

区）完成了两馆总分馆建设试点工

作，实现了市、镇、村三级图书馆联网

服务试点工作。

完善的硬件设施网点构建起来

后，如何利用阵地开展有效而精准的

服务成为潍坊各地探索的重点。

为满足广大群众看戏看演出的

需求，昌乐县今年创新惠民模式，在

潍坊市级安排的 90 场送戏下乡演出

基础上，将场次增加到 180 场，吸引

县、镇、村三级共 50 多支演出团体和

队伍参与。这场历时 3 个月、在全县

展开的巡演，改变了以往送戏给群众

看的简单做法，变“送文化”为“种文

化”，且呈现出四大特点，即提高县级

演出团体水平、县乡同台演出互动交

流、扶持基层新增演出力量、同步开

展文化扶贫。

这些年，民营艺术团体的蓬勃发

展，丰富了各地公共文化服务的“菜

单”。为让基层文化服务质量进一

步提升，潍坊市今年还举办了全市

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培训班，来自全

市各县（市、区）的民营团体负责人

共 70余人参加。

孙俐君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潍

坊市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文艺

表演团体达到 800 余家，其中在文化

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持有营业性演出

许可证的有 69家，在民政部门登记的

有 274家。今年 7月至 9月，潍坊市组

织开展了“薪火相传”京剧与地方优

秀剧目展演活动，在市人民广场、十

笏园文化街区共演出 30场。

从今年开始，潍坊市级财政还设

立了 7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购买民营

文艺表演团体演出服务和开展业务

培训活动，扶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提

升创作演出能力。民营文艺表演团

体已成为潍坊市繁荣城乡文艺舞台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今年 10月，中国图书馆学会评选

出 45 项全国“2016 年阅读推广优秀

项目”，青州市图书馆“全民阅读直通

车”项目作为山东唯一县级图书馆项

目入选。

青州市“全民阅读直通车”的内

涵是通过实施个人买借、馆际联盟、

全市家庭、城乡互借“四个直通”，横

向构建起市图书馆、新华书店、驻青

高校“三位一体”城市文化引擎，纵向

构建起市图书馆、镇级图书馆、村（社

区）图书馆、民间图书馆“四级联动”

阅读服务网络。

青州市文化部门负责人介绍，结

合“全民阅读直通车”工程，青州市配

套开展了一系列读书活动，如“我是

阅读小明星，我是阅读达人——全民

阅读直通车阅读有奖活动”“青州市

全民读书节”读书朗诵大赛活动等，

真正实现了让阅读充盈市民的休闲

生活。

今年，诸城市扩大文化供给，改

善服务方式，全面推行“文化有约”

服务模式，大力开展定制服务、菜单

服务、自助式服务，受到群众欢迎。

针对当地的实际需求，诸城市从年

初开始还有意加强文化免费培训，

拓 展 文 化 艺 术 门 类 ，增 加 培 训 班

次。同时充分利用博物馆、图书馆

(室)、尼 山 书 院 、儒 家 讲 堂 、乡 村 记

忆 馆 (室)等 阵 地 ，加 强 对 市 民 的 文

化教育和熏陶。

在临朐县，当地将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与文化扶贫紧密结合。今

年以来，临朐县加强人才培训，着力

促进贫困村人才队伍建设。

临 朐 县 文 化 馆 将 工 作 重 心 下

移，重点向贫困村倾斜。根据群众

需求和工作实际，该馆先后对广场

舞、音乐、戏曲等各类业余文艺人才

进行辅导、培训达 50 余次，辅导、培

训 学 员 400 余 人 ，壮 大 了 文 化 人 才

队伍。同时，注重领军人才的培养，

以点带面，以学助学。30 余名来自

贫困村的戏剧爱好者参加了今年临

朐县举办的戏剧创作培训班，学成

后的学员继续“传帮带”，带动更多

戏剧爱好者投入到戏剧创作中去，

进一步扩大全县文化人才培训的影

响力和受众面。

“政府提供的惠民服务，讲究力

度，更讲究精准性。”孙俐君说，潍坊

市今年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

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获得了群众

的认可。2018 年，潍坊市将继续精准

对接群众新的文化需求，以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增强服务供给，

扩大受众覆盖面，切实保障群众的基

本文化权益。

本报讯 近日，山东启动全

省文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山东省文化

厅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对

文化扶贫工作任务完成情况逐项

梳理排查，对已完成的任务“回头

看”，从源头上防止文化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突出问题发生。

专项治理的监管重点包括，

在 省 定 扶 贫 工 作 重 点 村 综 合 性

文 化 活 动 室 建 设 项 目 招 投 标 等

环节，是否存在因各种原因导致

扶贫项目出现“豆腐渣”工程，给

文 化 扶 贫 工 作 造 成 较 大 损 失 等

问题；在贯彻落实文化脱贫攻坚

决 策 部 署 上 ，是 否 存 在 搞 变 通 、

打折扣等问题，是否存在文化扶

贫资金拨付不及时、不足额等问

题；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监管责任

履行是否到位，是否存在统筹不

力 、敷 衍 塞 责 等 问 题 ，是 否 存 在

检查考核流于形式、工作指导不

够等问题。

山东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

建 立 健 全 文 化 扶 贫 工 作 成 效 考

核、督查巡查工作机制，定期深入

贫困村，采取暗访检查等形式，了

解真实情况，及时发现问题。专

项治理将持续至 2018年 2月底，结

束后，山东拟立足形成文化扶贫

长效机制，持续深化整改，确保如

期完成文化扶贫任务。 （清 风）

本报讯 近日，潍坊市临朐

县政府表彰了当地第四届“文化

艺术政府奖”获奖者。其中歌曲

《你是领路人》、手绘年画《年丰民

乐》、大型现代周姑戏《淌水崖》等

7 件作品获“艺术作品奖”，诗歌

《黄花地》、散文《市井》、童话《稻

草人麦吉》3 件作品获“文学创作

奖”，每件作品获奖金 5000 元。谭

建国、张俊庆获“文化贡献奖”，各

获奖金 10000元。

“文化艺术政府奖”是临朐县

为鼓励文艺创作、打造文化精品

力作而专门设立的奖项，是临朐

文化艺术界的最高奖励，共分为

“ 艺 术 作 品 奖 ”“ 文 学 创 作 奖 ”和

“文化贡献奖”3 个奖项。其中“艺

术作品奖”主要奖励临朐县内个

人或集体新创作、发表、制作、生

产和演出的优秀艺术作品；“文学

创作奖”主要奖励临朐县内的个

人或集体正式发表或出版的优秀

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

作品；“文化贡献奖”主要对县内

在文化艺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

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潍 宣）

本报讯 12 月 11 日至 12 日，

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在

北京组织召开 2017 年基层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推广实施方案专家评审

会。会上，东营市东营区文广新局

提交的实施方案成功通过文化部

专家组评审。

2015 年起，东营区在山东率

先实施并创新推进数字文化广场

建设。项目主要内容是在文化广

场上实施免费 WIFI 覆盖，提供手

机上网服务，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

化馆（站）对文化广场的“1对 N”远

程同步辅导培训。目前，东营区数

字文化广场已建成投入使用 152

处，其中视频数字文化广场建成投

用 73处。今年上半年，东营区数字

文化广场建设列入 2017 年度中央

补助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平台建设及

服务推广项目。 （东 文）

本报讯 临沂市文广新局近

日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几年，当地

充分发挥临沂市图书馆作为国家

一级馆的示范带动作用，突出乡村

儒学讲堂建设。截至 12 月初，全

市 12 个县（区）公共图书馆全部建

成尼山书院；建成社区、乡村儒学

讲堂（道德讲堂）1352个，参与群众

31.5万余人次。

临沂市对全市历史文化书院

进行了全面摸底，共普查出唐代

以来有影响的书院 26 家。当地通

过建设尼山书院专家库，邀请社

会教育机构参与等方式，指导临

沂监狱、临沂职业学院建设尼山

书院，围绕服务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发

挥尼山书院教化人、培育人、引导

人的功能。通过打造文化讲坛、

拓展服务内容、助力文化扶贫等，

强化了书院服务市民、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功能。 （李兆鹏）

本报讯 12 月 12 日至 14 日，

济南市商河县 2017 年基层群众文

化工作培训班在商河县委党校举

办。培训班由商河县文广新局主

办，旨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有力提升当地基层文化服务

能力和水平。

自 2013年起，该县文化部门每

年都举办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培训

班，为全县文化工作者和文艺爱

好 者 提 供 免 费 专 业 培 训 。 本 次

培 训 课 程 内 容 包 括 京 剧 、吕 剧、

声乐、舞蹈、曲艺的表演及创作艺

术等。 （刘佳慧）

本报讯 为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文化“引领

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

发展”的作用，菏泽市东明县委宣

传部、县文体局近日举办了“欢乐

东明·温暖之冬”2017 年东明县冬

季群众文艺比赛活动。东明县共

300 多支文艺队伍参加比赛，现场

观看群众超 1.5 万人次。广场舞、

秧歌舞、唢呐、戏曲、小品、魔术、

杂技等表演形式丰富多彩，让观

众大饱眼福。 （菏 宣）

12 月 14 日至 16 日，由山东省文化厅主办、山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的“李清照文化展”在台湾台北华山 1914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承

办方负责人介绍，无论山东还是台湾，都不乏李清照研究者。“李清照

文化展”将有利于加强两岸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推动文化互通。图

为观众参观展览。 山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供图

山东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出实招

增强文化担当 勇于文化创新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提供对口文化服务 满足群众新需求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山东专项治理文化扶贫突出问题

临朐表彰第四届
“文化艺术政府奖”获奖者

东营数字文化广场投入使用

临沂弘扬传统文化获阶段成效

商河举办群众文化培训班

“欢乐东明·温暖之冬”群文比赛亮相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今

年年初以来，山东省潍坊市在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下足功夫，出

台系列惠民利民的举措。潍坊市文

广新局局长孙俐君说，文化民生无小

事。唯有提供对口的文化服务，才能

真正满足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新

期待。

12 月 14 日，山东首家

现当代戏曲名人专题纪念

馆——鲜樱桃纪念馆开馆

仪式在淄博市五音戏剧院

举行。

鲜 樱 桃（1903 年 —

1996 年）原名邓洪山，是五

音戏创始人、著名表演艺

术家。1935 年，鲜樱桃带

领“五人班”赴上海百代公

司灌制唱片，被赠予“五音

泰斗”锦旗，五音戏遂得现

名。其唱腔优美、艺术精

湛，曾培养出霍俊萍、吕凤

琴等大批五音戏接班人。

鲜 樱 桃 纪 念 馆 集 收

藏、展示、研究等功能于一

体，通过戏装、唱片、书画、

剧本等 300 余件资料与实

物，详尽展现了鲜樱桃的

生平事迹、艺术成就及深

远影响。

图为来宾参观鲜樱桃

纪念馆。

孙丛丛 于暄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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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闭幕以来 ，山 东 文 化 系

统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

神的热潮。各市、各单位结合本地

实际，认真学习大会精神，重点研读

十九大报告关于文化工作的论述，取

得了良好的学习成效。

宣讲辅导生动鲜活

12 月 5 日至 8 日，枣庄市举办文

化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培训班，邀请山东省委党校、省文

化厅、省新闻出版广 电 局 等 单 位 的

专家教授进行授课。滕州市南沙河

镇文化站站长张玉春听课后 表 示:

“培训内容全面，思路清晰，为我们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动基层文

化繁荣兴盛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关

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题辅导，令人茅

塞顿开，为我镇草编产业、陶艺产业、

雕刻产业等领域的发展找到了新的

突破口。”

11 月初开始，山东各地文化系统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已陆续展开。宣

讲人员通过深入研读大会精神和鲜

活、生动的案例，为与会者提供了精

彩的培训内容。山东省文化厅的几

位副厅长分别来到山东省文化馆、省

文化艺术学校、省文化市场稽查队，

结合部门工作，深入浅出宣讲十九大

精神，并要求各单位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注重优秀传

统文化阐发弘扬，在濒危剧种保护、

舞台作品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

索。该院院长张积强表示，十九大报

告关于文化自信的表述鼓舞人心、催

人奋进。“今后我们将在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继续发挥优

势，将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全体干

部职工的实际行动中。”

威 海 市 、烟 台 市 、潍 坊 市 等 地

文 化 部 门 也 陆 续 举 办 学 习 贯 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就如何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文化担当、肩负起新时

代的文化使命等进行有针对性讲解。

学习宣传出新出彩

文艺战线对宣传新精神具有独

特优势。连日来，山东省市县乡村五

级联动，以贯彻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

11 月 28 日晚，烟台大剧院座无

虚 席 ，气 氛 热 烈 ，“ 礼 赞 十 九 大·筑

梦新时代”2017 烟台市声乐器乐舞

蹈 青 年 演 员 大 赛 颁 奖 晚 会 在 此 举

行。烟台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李玲介

绍，这些优秀青年演员在烟台大剧

院向社会各界汇报演出，为港城市

民 奉 献 了 一 场 华 美 的 舞 台 艺 术 盛

宴，也是贯彻十九大关于文化惠民

的具体实践。

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过

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

的精神食粮。”为贯彻这一精神，济南

市群众文艺新创作品调演 12 月中旬

在当地举办。济南市文化馆馆长马

迎春说，调演作品都来自基层，是群

众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成果展现，这

提醒我们要加大创作扶持力度，进一

步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不仅是展演，各地文化部门还推

出了学习十九大精神的创新举措。

在潍坊市，当地美术工作者针

对扶贫村文化氛围不足的现状，开

展了为扶贫村手绘墙画活动。这些

墙画既是村里的美景，又是精神文

明建设的宣传教育阵地，内容包括

经典的诗歌谚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潍坊市文广新局局长孙俐

君说，手绘墙画为在基层宣传十九

大精神营造了浓厚氛围，也受到了

群众欢迎。

贯彻落实不折不扣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

艺创造’，这点出了今后吕剧创作的

关键。”山东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举

例说，该院剧目《宣言》在创作期间，

院内多次组织演职员赴基层采风和体

验生活，脚踏那片土地，才能体悟革命

先烈的艰辛与执着。未来《宣言》将择

机进学校、军营、企业演出，发挥吕剧

院优势，让民众了解共产党人“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

德州市结合乡镇（街道）综合文

化站标准化服务工作，提出要以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强化督导考核，满足

基层民众过上美好文化生活的新期

待；滨州市提出“文艺创新”理念，按

照十九大繁荣文艺创作要求，明确逐

步形成大戏地域特色鲜明、小戏亮点

佳作频出的创作新局面……

山东省文化厅厅长王磊说，十九

大的系列重要部署，让山东文化战线

职工极大提升了干好本职工作的精

气神。“我们将牢记文化使命，增强文

化担当，勇于文化创新，用好山东文

化资源富集的优势，在推动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中当好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