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岳增群
本报通讯员 张大东

冬闲时节，记者走进枣庄市峄城区农村
一个个农家书屋，看到“农民读书热”景象。

峄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闫羲和说：截
至目前，全区已投资50余万元，建设农家书
屋270余处，总藏书量达40余万册，提前5年
实现了全区农家书屋“全覆盖”。

社会各界“共建共享”

记者在榴园镇北孙庄村看到，这里的农
家书屋与便民服务大厅连接在一起，村民前
来办事时总要在书架前驻足，种养加工、饮
食保健类成了热门书籍。村党支部书记王云
告诉记者：“将农家书屋建在便民服务大厅
里，既方便村民阅读，又方便农民办理，一
举两得。”

峄城区文广新局局长韩玉军说：为加快
农家书屋建设，激发农家书屋的生命力，我
们不拘泥于单一形式，做到标准统一，形式
多样，整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政府和社会
各界“共建共享”，枣庄市新华书店、市发
改局、市规划局，分别在我们区的峨山镇大
鲍村、吴林街道曹庄居、黄庄帮建一处农家
书屋。社会各界捐赠图书近2万册，其中丰
源煤电公司一次捐赠图书7000余册。目前，

全区各村都建起了农家书屋。

建农家书屋重在实用

古邵镇庙西村260户村民，家家种上了
大拱棚，户户发起了蔬菜财。村党支部书记
张玉华说：“是农家书屋改变了我们的生
活”。这个镇文化站站长王昊说，庙西村的

农家书屋虽然面积不大，但内容功能很全，
藏书1500多册，成为农民科技致富的好帮
手。张玉华有空就钻进农家书屋查资料，作
笔记，发展“秋延迟辣椒—早春土豆—西
瓜”等大拱棚种植模式，每亩收益2万多
元。在他的带领下，全村蔬菜种植面积达
1000多亩，村民鼓了腰包。

建设农家书屋，重在实用。峄城区将各

种形式的读书活动与农村科技、法律、卫生
知识的普及、培训和文明创建有机结合，与
弘扬峄城的乡土文化、历史文化、石榴文化等
特色文化结合。广泛开展书画展览、优生优育
读书竞赛、读书知识竞赛、读书征文等活动，
使书屋真正成了精神文明建设有效载体。

书屋人气指数高

在省级农家书屋底阁镇张庄村的农家书
屋里，4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挤满了30多名前
来看书学习的群众。农家书屋成了乡村人气
最旺的地方之一。村党支部书记张思永说：
“自从有了这书屋，村民一下子‘活’起来
了，打牌、酗酒的明显减少。”

“知识富民，文化育人”。农家书屋的
建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农民朋友的言
行举止、生活品位。

峄城还开展“图书银行”活动，许多农
民纷纷把自己家中保存的图书放到农家书屋
代管，供他人借阅，存书者“存取方便、能
存能取”，使农户家中“冬眠”的图书流转
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无形中扩大
了农家书屋的拥有量。

农家书屋还滋养出一些“文艺农民”。
古邵镇大汪村孪生兄弟李贵铮、李贵海先后
写成了纪实文学《党员本色》，剧本《天
平》、《光棍马福的爱情》等。

峄城农家书屋重“实用”
◆成乡村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 ◆提前5年实现“全覆盖”

□记 者 申 红
通讯员 王孟子 海庭 进军 报道

本报烟台讯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12月1日上午，
伴随着一曲动人的《天路》合唱，一场别样
的文艺汇报演出在烟台市牟平区文化馆群众
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在此接受免费培训的
200余名群众汇聚一堂，展示了囊括合唱、
戏剧、舞蹈、器乐等在内的15个节目。

“千万别告诉别人，我早晨没打吊瓶就
过来了。”刚参加完合唱节目的曲延状老
人，兴奋得像个孩子。今年71岁的他，患有
糖尿病和高血压，每天上午都需要打吊瓶。

“不过你放心，我向大夫请假，提前看了
病。上次排练就没能参加，这次汇报演出绝
对不能再错过。”曲大爷对笔者说：“我们
的老师都带病授课，一节课没落过，我不来
也对不起老师啊，一定好好表演才是。”没
说几句，曲大爷便亮了两嗓子，演绎了《我
爱你，中国》中的经典段子。“这是半美声
唱法，也是从这儿学来的。我现在感觉自己
都是明星了，凡是参加的演出都会掌声不
断。”

看着这台上的“一团火”，年轻的辅导
老师杜秀兰十分欣慰：“来这里培训的大多
是中老年人，不像小学生领会快，得不厌其

烦地教。虽然掌握得慢，但他们学得都很认
真，那劲头儿一点不减，个个充满激情。”
交流期间，杜老师一直在台下默默地注视着
学生的表演，眼神中满是骄傲和欢欣。

由于担心报名的人太多，趁着表演的间
隙，学员于香月跟其她三位姐妹争相到杜老
师处报名学习下学期的《乾隆扇》舞蹈。“上学
期我们学过交谊舞了，这次换换种类！”论及
免费培训一事，于大姐毫不吝惜赞美之辞。

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一幅和谐的欢乐
图景，这些都得益于牟平区委、区政府实施
的“惠民工程”。2009年，牟平区以政府红
头文件形式公布了为民服务八件实事，文化

馆免费开放就是其中之一。为让群众更好地
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该区投资60多万元改建
了群众文化活动中心，设立了十几个培训教
室，配备了相关设施，在烟台市首家面向社
会进行开放，免费提供多项文艺课程培训，
三年来累计培训学员约10万人次。

更为喜人的是，作为千年古城，牟平文
化事业率先发力，于2010年10月启动了该区
有史以来建设规模最大的单体文化设施———
市民文化中心，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封顶，届
时拥有1 . 4万平方米的新市民文化中心将为百
姓提供一个设施更为完善、功能更为齐全的
新休闲娱乐场所。

牟平：免费文艺课 培训10万人
◆文化馆在烟台率先免费开放 ◆新市民文化中心已封顶

□记 者 彭 辉
通讯员 任现辉 赵 静

本报乳山讯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
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
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11月23
日，记者来到乳山市府前社区居委会一楼
的夕阳红老干部艺术团排练室，十几平米
的屋内挤满了人，51岁的邓玉花正在中间
演唱着京剧《红灯记》选段，悠扬婉转的
唱腔，刚劲有力的手势，不时赢得社区票
友们的满堂喝彩。

“我们团的演员正在为参加首届齐鲁
十大幸福老人评选加紧排练呢！”乳山市
夕阳红老干部艺术团团长于炳刚笑容满面
地跟记者介绍说，“每天排练，都会有不
少社区的戏曲爱好者前来捧场。这里只是
我们三个排练室的其中之一，为了方便团
员们就近排练，政府还帮我们在老干部活
动中心和银滩各安排了一处场地，设施非
常好。”

排练室内，窗明几净，京胡、乐琴、
司鼓等乐器都整齐地摆放在西墙边。北面
墙上挂满的大大小小奖状格外显眼，“威

海市2011年‘和谐长峰杯’京剧广场演出
活动先进票房奖”、“威海市老干部艺术
节文艺表演一等奖”……

“这些都是我们团成立以来取得的荣
誉，由于节目受到认可，济南、潍坊等地
都邀请我们演出呢！”刚练完腰腿的59岁
团骨干兰凤英乐呵呵地说，“以前我们只
是闲时聚在一起唱唱戏、跳跳舞，从来没
想过成立艺术团到外面演出，现在我们一
年能演50多场。”

提到艺术团的组建，于炳刚团长介绍
说，“以前我们几个文艺爱好者经常自带
服装和乐器参加社区活动 ,上级部门看到
了我们的表演比较专业，就鼓励我们成立
艺术团。”2010年5月，夕阳红艺术团在
乳山市城区办和老干局的扶持下正式成
立，目前已发展团员35人，年龄最大的75
岁，最小的也有51岁，都是退休的文艺爱
好者，包括退休的老师、企业工人、部队
文艺兵等等。

为了迎合不同观众的口味，夕阳红老
干部艺术团在节目多样化上下了不少工
夫，节目有京剧、吕剧、黄梅戏、民族歌

舞、乐器演奏等10多种。“我们自编自导
的京歌《赞美乳山》和诗朗诵《乳山 银
滩 我爱你》都非常受欢迎。”于炳刚不
无自豪地说。

“我们的演员每天辛苦排练，不图名
利，就为了丰富一下百姓的精神文化生
活。”谈话间，跟于炳刚预定演出的电话
不时地响起，“农闲时节，农村群众的文化
需求大，我们也开始进入演出旺季了。”

在乳山，像夕阳红老干部艺术团这样
的“草根”艺术团体已有600多支。大到
重要节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总少不了
“草根”艺术团的影子，老百姓喜欢看，
演员们也乐意演。

近年来，乳山市高度重视基层文化建
设，鼓励和引导民间文艺爱好者抱团成立
文艺团队，并向民间文艺团体免费提供排
练场地、音响、演出道具等公共文化设施
器材，激发了民间文艺团体的热情，“草
根”文化焕发出了蓬勃生机。大陶家威风
锣鼓队、夏西秧歌队等演出团体都已在当
地小有名气，演出的足迹遍布乳山15个镇
（街道办）的600多个村和社区。

政府向民间文艺团体免费提供排练场地———

600多草根艺术团唱响乳山

□通讯员 林世军 报道
本报阳信讯 “普法好，普法好，法律知识无价

宝……凡事都要依法做，办事最正确。”12月4日，在阳
信县法制宣传文艺演出活动中，来自洋湖乡后高村几位农
村妇女自编自演的天津快板《普法好》不时引得观众鼓掌
喝彩（上图）。据悉，该县成立了十几支文艺普法义务宣
传队，深入机关、农村、社区、学校、企业等积极宣传法
律知识。节目生动鲜活，寓教于乐，通俗易懂，喜闻乐
见，深受群众喜爱。

文艺普法受欢迎

□通讯员 陈 彬 报道
本报博兴讯 近日，在博兴县吕艺镇文化站，来自县

剧团的专业戏曲演员孙浩林正在指导农民戏迷学习戏剧表
演动作（上图）。博兴县从当地剧团、文化馆等文化部门
抽调部分演唱、歌舞、戏曲专业演员以及书法、国画、文
学专业创作员担任“文化指导”，定期轮流分赴各乡镇以
互相交流、举办培训班、现场演示等方式指导农民群众进
行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乡村文化活动
水平。

文化指导下乡来

峄城区阴平镇一农家书屋里，村民在读书。

最大一笔“龙”字诞生
□通讯员 闫盛霆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6日，素有一笔王之称的大字书法

家王洪军向大家介绍刚刚完成的一笔“龙”字（上图）。
当日，最大的一笔“龙”字在淄博市淄川区寨里镇诞生。
王洪军的龙字一笔写成，历时两个月时间创作，高2 . 46
米，宽1 . 25米，用墨0 . 3斤，耗时仅25秒，笔画长度达到14
米。经向有关部门求证，为目前我国一笔写成的最大龙
字。此前，王洪军写的大字虎、寿、神、武、道，都是高
1 . 8米，宽0 . 97米，这次是他的又一次突破，这也是为了迎
接即将到来的龙年而精心创作的。

书法文化俏校园
□通讯员 刘成学 王太海 魏平贵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淄博市沂源县重视书法在校园传统文化

建设中的作用，各校积极组建书法兴趣小组，先后举办中
小学师生楹联书法展等活动。该县南麻镇第二小学还把书
法文化纳入学校教学规划，专职书法教师在上足上好书法
课的基础上，按照“初、中、高”三个类别先后成立近20
个书法兴趣小组（上图），陈佳琳等6名学生在“全国少
儿书法大赛”中荣获金奖和银奖。

临清：京剧团根扎农村
本报临清讯 近期，由临清市京剧团承

办的聊城邮政——— “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
动圆满结束。在为期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
演出100多场。其间，他们不是以完成演出
数量为最终目标，而是根据不同群众的需求
在节目制作上重质量，在演出地点上细选
址，使送戏下乡活动真正惠及于民。演出包
涵了京剧、小品、口技、舞蹈、说唱、民间
艺术展示等不同形式的节目22个，剧团优秀
剧目展演的折子戏《望江亭》、新创作小品
《邮递员》，也被搬上舞台演出。活动演出
每到一处，均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群
众每场观看人数达2000余人。

成武：送四平调下乡
□通讯员 王 健 报道
本报成武讯 政府买单，百姓看戏。入

冬以来，成武县四平调送戏下乡，让全县群
众在家门口看戏。四平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保护这一遗产，成武县财政拿出
部分资金补贴剧团，使这一文化遗产重振雄
风。这是剧团在永昌办事处郜鼎集村演出时
的场面（上图）。

12月4日，乳山市夕阳红艺术团的演员们在排练吕剧《小姑贤》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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