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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占江 梁利杰 整理

以“送”为出发点的单向度的文化活动
效果如何，群众买不买账？农民实际需要什
么样的文化生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艺术学
院“调研山东”大学生团队利用2011年暑
假，在烟台、威海、东营、青岛四市进行了
演出并实地调查。

对老式秧歌已不热衷

群众对艺术下乡敢不敢兴趣？“调研山
东”团队的成员们进行了一次实验：他们把
调查与演出结合起来，排练了一场文艺演
出，一边演出一边进行调查。

“农村的群众对专业艺术演出非常喜
欢。”团队成员孙文静说，他们在威海各地
的演出中，场场爆满，大家从各地纷涌而
来。在荣成市河西街道王家村的演出中，河
西街道的十几个村党支部书记都一起观看了
演出，对王家村羡慕不已，问镇领导为什么
不到他们村演出？

调查发现，农村群众对文化品味的要求
正不断提高。“村民对农村老式秧歌已经不
是很热衷，对以往农村戏台上那些低俗的游
戏已有所排斥，大家更喜欢看到层次高点的
演出。”团队队长王晨说，他们在烟台某地
和当地一个演出队一起演出，这个演出队自
排的小秧歌、小京剧，由于在服装、内容上
的问题，受到了百姓的炮轰。

在调查中，大学生们都问到这样一个问
题：“是否希望政府多举办文化活动”，回
答不约而同：“当然希望”。当问到喜欢什
么样的文化形式时，多回答“文艺演出”。
不少村民说，演出如果能年年来、经常来最
好，别来了一次就没动静了。

文化选择相对单一

调查对象东营黄河口镇利林村这几年发
展比较快。该村村主任告诉大学生们：“现
在村里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文化娱乐活动却
比以前少了。”在对村民的访谈中，调查团
队了解到，这个村子有一支秧歌队，村民闲
暇时就去跳跳，30岁到45岁之间的成年人的
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视、打牌，打牌是他们
的主要娱乐方式。村文化大院里有健身器
材，但因为暑假孩子太多，怕不安全，文化
大院几乎都关着门。村里的初中和小学生的
娱乐方式几乎全部是玩电脑游戏或者聊
QQ，老年人则主要是下棋。

在调查的离黄河口较远的另一个村永林
村，调查团队发现，尽管村里设有文化大
院，但是展板之类的都已经烂掉，村里有广

播室但能看出已经很久没用过了，信息栏也
坏掉好久。

调查团队的报告总结说，一方面是村民
的文化需求日益旺盛，另一方面，是村民的
文化生活相对单一。调查发现，很多村里建
了阅览室、棋牌室，但是阅览室里大门紧
锁，书籍很少，棋牌室里只有麻将、扑克，
烟雾缭绕。

此外，该村村民对部分送去的文化也不
感冒：用他们的话说“电影电视上就有，天
天看都行，有啥意思？”而书籍对于老百姓
来说一没兴趣，二是看不懂，三是没时间。
村里只是送了一些书籍，没有配备相关的人
员进行讲解，比较简单的农业知识，村民自
己就懂，复杂一些的，光靠书籍，没人讲

解，村民看不懂。

农民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文化

调查报告认为，年年送、月月送文化下
乡是不现实的，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
大量的时间、精力，即使大部分艺术团队都
动起来，也难以满足老百姓的需要。

“建议各地主管部门应该倡导农村建设
自己的文化阵地，要学会‘种文化’而不是
只‘请文化’。”调查报告说，可以请艺术
团体、专业人士对村民进行指导，通过举办
家庭K歌赛、村合唱、健身舞大赛等调动大
家的积极性，丰富饭前饭后生活。

“农民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文
化。”报告说，发展农村文化应该结合老百
姓需要，而不是“面子工程”。发展农村文
化应该结合实际需求，调查中他们发现，很
多文化场所建在了镇里，很多村庄离镇里有
一定的距离，对村民很不方便，村民也很少
参加村里的文化活动。他们建议，政府应该
结合实际，把这种文化活动送到村民身边，
活跃村民的文化生活。

他们建议，送文化下乡也应考虑到老百
姓的作息时间，根据农村的劳动规律有选
择、有针对的选择文化形式、开展时间等，
更要考虑到文化的延续性。此外，还要将文
化转为农民可以接受的方式或语言。比如文
化演出，唱美声、吹萨克斯等显然都不合时
宜，但是选择一些百姓耳熟能详、比较有共
鸣的歌曲则比较合适；而经常性的“法律咨
询”等专业名词也并不合适，可以转变为
“打工须知”、“家里纠纷如何解决”等则
更为简单，也容易解决实际困难。

团队名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农村文化建设实况调研团

团队成员：王晨、邱涛、孙钰皓、孙文
静、王旌宇、郑惠媛、王园园、杨俊淑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生活？请看山大威海分校艺术学院大学生的沿海四市调查———

农村既要送文化更要“种”文化

□ 本 报 记 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杨建伟

调水大动脉下宝藏丰富

当前，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工程正在紧
锣密鼓的建设当中，记者了解到，作为一项
重要的设计单元，东线山东段考古工作中最
重要的田野发掘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而收
获，可用满载而归来形容。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是我省的
“T”字形调水大动脉，南北方向主要是改
造利用京杭大运河，东西则横贯鲁中和胶
东，工程涉大量古代文化遗存。

我省2004年成立了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
文物保护工作办公室，到目前共拨付文物保
护经费6700多万元。

据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省南水北
调文物保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守功介绍
说，自2002年以来，通过考古调查，在干渠
及库区共发现文物点80多个，涵盖新石器时
期到明清时期。

山东在南水北调调水沿线共考古勘探
220多万平方米，涉及地下文物点60多个，地
上文物点5处，发掘30多个文物点，发掘面
积9万平方米，发现大量珍贵文物、遗迹
等。很多发现均在国内外考古界引发不小的
震动，填补了多项空白。

比如，考古人员在济平干渠段发掘了大
街遗址、大街汉代画像石墓地、四街遗址、
卢故城墓地、小王庄墓地；在梁济运河段发
掘了城子崖遗址、梁庄遗址、马垓墓地和薛
垓墓地。

在南水北调第二批控制性文物保护项目
中，寿光市双王城水库盐业遗址和高青县陈
庄遗址，分别获得国家文物局2008年和2009
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称号。

陈庄遗址段五易设计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个鲜为人知的故
事。

根据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在2008年底已经
批复的可研报告，济南引黄济青段工程划分
为4个单元工程。

而2009年下半年考古勘探过程中，省考
古研究所发现了高青陈庄遗址，文物部门判
定为西周早中期城址。对于这一重要遗址，
到底原地保护还是发掘后转移为好，建设、
文物单位在内部进行了多次讨论，惊动了很
多考古专家赶到当地进行实地勘察，包括北
京大学博导，曾任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
项目首席科学家的李伯谦教授在内的权威专

家在勘察后，建议进行原地保护为好。
为保证南水北调工期，国务院南水北调

办在是否原址保护尚无定论情况下，将明渠
段输水工程中的高青陈庄遗址影响段划出作
为一个独立的的设计单元，而其他几个设计
单元，先行批复开工建设。

此后，工程建设、文物部门以及当地政
府经过大量测量、工程设计和移民调查等工
作，提出了多套方案，其中对5个比选方案
都进行了详细初步设计，经对方案进行多次
优化，最后确定了绕村明渠输水方案。

记者了解到，原方案线路为11 . 305公
里，现方案则为13 . 225公里，原方案设计投
资为15074万元，现方案为30047万元，这多

出的将近2公里，多花了将近1 . 5个亿。
省南水北调局计划财务处王金建处长告

诉记者，实际上这并非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
第一次为文物“让道”，山东段建设过程中曾
多次调整设计方案，避让了20多处文物点。

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

王守功告诉记者，文物保护同样可以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他举例说明，在黄三角地
区发现了700多处盐业遗址。随着黄三角开
发，大家越来越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一个经
济概念上的片区，也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地
方，这对于黄三角的相关产业开发建设大有

裨益。目前我省申报第七批国宝，仅这一地
区涉及盐业的就有四五处。很多地方政府也
将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比
如，阳谷七级码头比较完整地揭露了运河使
用时期的码头遗址，当地政府以古遗址保护
为中心，正在进行七级镇的规划建设。

王守功表示，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田野
发掘基本完成，目前进入资料整理研究阶
段，但调水路线经过的多是黄泛区，很多文
物埋藏较深，一些文物点很可能随着工程进
一步推进甚至调水之后随时出现，还有一些
文物点需要在工程建设中进行发掘和维修工
作，因此这一考古工作可能还会有很多不可
预计的因素和新的发现。

为保护高青境内一个重要文物遗址，修改调水路线，多花了将近1 . 5个亿———

南水北调：工程为文物“让道”

□通讯员 魏洪强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29日，由济南市曲艺团创作演出的

方言剧《泉城人家》(上图)亮相泉城舞台。
方言剧《泉城人家》围绕着在大杂院生活了近70年的

泉大娘失而复得的柜子层层铺开，引出一连串亦庄亦谐、
悲喜交加的感人故事。该剧曾于2004年亮相舞台，凭借感
人至深的纯朴剧情、令人捧腹的喜剧风格、个性鲜明的剧
中人物，赢得了泉城观众和众多专家的喜爱与好评，并两
次应邀晋京演出，多次深入农村、学校、社区、军队演
出，先后荣获中国曲艺节优秀剧目奖、中国人口文化奖等
多个奖项。

再度亮相舞台的方言剧《泉城人家》重点围绕近年来
济南城市发展新貌及时代特色，从剧本上作了相应的调
整。

该剧编剧由总政话剧团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王
宏担任，导演由总政歌剧团国家一级导演胡宗琪担任。主
要演员均由济南市曲艺团优秀中青年演员担纲。

□CFP供图
章丘市农民在自发表演“扛芯子”，空中小演员正借助成人手中的木支架休息。“章丘

芯子”起源于明朝，是扮玩活动中的一种民间艺术，因酷似蜡烛台上的灯芯而得名。

方言剧《泉城人家》
时隔7年再亮相

□通讯员 卢晓娜 记者 张国栋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首届吕剧票友大赛决赛在

东营区牛庄镇举行。来自该市4个县区的25名优秀吕剧爱
好者参加了决赛。全国著名吕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
员李岱江等担任比赛评委。

据了解，该项赛事是为弘扬发展吕剧艺术，丰富活跃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面向全市热爱吕剧艺术表演的非专业
人员举办的。半个多月的比赛共有120多人参加报名。

据介绍，吕剧是山东地方戏曲的代表，牛庄镇是吕剧
创始人时殿元的故里。近年来，东营始终把弘扬吕剧文化
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扶持壮大庄户剧团发
展，培养吕剧后备人才，繁荣吕剧精品创作，相继举办了
“吕剧百场巡演”、“吕韵乡情”、“吕剧进课堂”等系
列活动，东营区牛庄镇被授予“山东省民间吕剧艺术之
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东营办首届吕剧票友赛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尹传波
本报威海讯 11月中旬，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孙基林

和刘北野两位教授赶赴韩国，在水原大学和汉阳大学分别
作了《中国诗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键盘时代汉字
书法的形质与意趣》的讲座，受到韩国学子欢迎。这是山
大威海分校“海岸线讲坛”组织的第14场外出讲学活动。

自2009年3月正式开讲以来，“海岸线讲坛”已成为山
大威海分校乃至威海市一块响当当的中外文化交流品牌。
山大威海分校的专家学者先后赴韩国近20所韩国高校或科
研院所进行讲学交流，题目涉及儒家文化、中国古文字等
多主题；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金善兴等10多个国家的50多位
知名学者前来举办学术讲座，万余名山大学子和威海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风格迥异的异域文化。

威海“海岸线讲坛”
架起文化交流“金桥”

本报泰安讯 今年10月，泰安市启动全市送百场戏下
乡演出活动。泰安市山东梆子剧院为配合送戏下乡活动，
专门购置了文化惠民流动舞台车，进一步方便了群众看
戏。10月份以来，先后演出山东梆子《穆桂英下山》、
《泰山石敢当》等剧目10余台，演出20场次，参与群众达
6万余人。按照活动方案安排，从11月至明年2月份，将先
后赴肥城市、东平县、宁阳县等地巡回演出100余场。

泰安送百场戏下乡

高青陈庄遗址的发现（大图）有望解决先秦文献所载早期齐国都城等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该遗址出土的铜觥（小图左）、铜盉（小图
右）等众多青铜器造型优美；长清区大街汉代画像石墓葬，是山东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画像石墓之一，小图中为该该墓葬出土的陶仓。

□通讯员 谭长青 张连玉 报道
本报讯 11月11日，游客拿着刘培宗制作的布艺产

品——— 葫芦娃不倒翁，爱不释手（下图）。东营市东营区
刘培宗是山东省民间手工艺制作大师，设计创作了民间手
工艺品等七个系列上千个品种，产品出口十几个国家。

葫芦布娃娃走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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