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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2011年12月27日，“我的兄弟姐妹——— 省
暨济南市慰问进城务工人员文化进工地活
动”，在济南市西区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建设工
地举行，我省关爱农民工系列文化活动正式启
动。这也是由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在全省联合开展的“喜
迎十艺节·全民共欢乐”为主题的冬春系列文化
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冬春系列文化活动既有专
业院团下乡演出，也包括各地开展各类城乡群
众性文化活动，城乡群众一起唱响欢乐颂歌。

蜂拥“抢”文化

省市的艺术家们，为农民工兄弟们奉献了
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省市的书画家们还现场
挥毫泼墨，为他们书写春联，送上新春祝福。

在文化艺术中心建设工地上，还没等山东
画院的杨文田、栾明贤、姜廷宝等名家来到临
时搭起的书桌前，已有多位农民工兄弟围着等
在那儿。

做钢筋工的鲁传峰，来自泰安徂徕镇，他
挤在人群前面，笑着说：“先排上号。”等成
功拿到姜廷宝写完的一幅隶书对联，他一边端
详着“人寿年丰 繁荣昌盛”，一边笑着说：
“比我们村写梅花篆字的那个写得好。”

江苏盐城的吴士双，是工地上的木工，他
自己动手，细心地裁好了一幅对联纸，得到了
书法家的一联“松风竹韵 柏翠梅香”。他
说：“这是北方书法家写的，我一定带回家，
过年时贴起来。”

来自梁山县的崔光舜，则要“定制”一幅
横的，而且连内容都自己想好了，要写“学高
为师 涤除玄览”这八个字。“我儿子现在在山
大上学，已经大二了，学得是法律专业。”崔
光舜说，这幅字要送给儿子，激励他好好学
习，将来能学有所成。

省市图书馆、艺术馆等单位也在现场设立
了展台，向农民工赠送流动借书证、电子阅览
室终端以及图书、山东地方戏曲光盘等文化资
料。

混凝土工人马战春，来自郓城县。从今年
农历二月份来到工地，只在中秋节时回过一次
家。他拿到了一本新出的杂志，接着就坐在长

凳上看起来。他说：“这里就工友们自己从家
里带来的几本杂志，早翻看了好几遍了。现在
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好书，下班后大家可以换着
看。我看不光有小说，还有一些科技等方面的
书，还能学点知识。”

省图书馆这次带来了300多册书籍。省图书
馆馆长李西宁说，这些书内容广泛，有小说，
也有科技、励志类图书，希望借此机会，形成
长效机制，将“工地”包装成一个文化氛围浓
厚的场所，让民工在工作之余，也能接受文化
的涵养。

搭起“连心桥”

省艺术馆此次带来了山东地方戏曲光盘，
以及七八个品种的图书、杂志千余本。省艺术
馆视觉艺术指导中心主任王海明表示，图书中
包括9卷本的山东省新农村建设文艺丛书，小
品、小戏、曲艺、歌曲卷都非常受欢迎。

长清万德的王振法翻看着小戏卷，表现得
饶有兴趣。他非常喜欢听戏，对京剧、吕剧、
山东梆子都很熟悉。看到一段曲谱，他向旁边
的省艺术馆研究员孙雪梅请教。孙雪梅一边给

王振法讲解，一边现场演唱示范了一段，王振
法听得连连点头。

在这次启动仪式上，山东歌舞剧院民族乐
团表演了开场的打击乐节目《繁华似锦》，后
来又献上了一场二胡齐奏《战马奔腾》。山东
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团长侯庆华说：“这两个节
目都非常受观众欢迎，商演中也是我们的主打
节目，这次特意带到工地上来，为省会文化艺
术中心的建设者们演出。不久的将来，十艺节
的主会场就将在建设者们的辛勤劳动下，呈现
在大家面前。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参加这场慰问演出，也非常高兴通过这种
方式为十艺节这场文艺盛会的筹办添一把
力。”

“我的兄弟姐妹”关爱农民工系列文化活
动启动后，将通过送演出、送图书、送电影、
送文艺辅导、送电子阅览室、送美术等形式，
丰富农民工朋友的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
的基本文化权益。从现在到2012年3月上旬，全
省将举办县以上规模较大的农民工专题演出450
余场，免费赠送和流动借阅图书30多万册，放
映电影12000多场，受惠农民工将达到160多万
人次。

关爱农民工系列文化活动

为“我的兄弟姐妹”送文化大餐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山东省新年音乐会、好莱坞电影乐团新年
音乐会、菏泽“交响乐新年音乐会”……每当
元旦、春节来临，各地区、各类型的新年音乐
会接连不断，成为新年文化舞台上的一道风
景。但遗憾的是，这些音乐会真正形成品牌的
却是寥寥无几。

新年音乐会多了一倍

记者从烟台大剧院获悉，从2011年12月到
2012年1月，该剧院推出的新年音乐会达到了12
场之多，演出数量是去年的两倍，吸引了众多
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参与。

元旦前后，我省究竟有多少台新年音乐
会，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据省文化
厅文化市场处负责同志介绍，新年音乐会将会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达
到条件的演出，我们会提高审批效率，大力繁
荣我省演出市场。”

“现在，不仅仅是大城市的音乐会比较
多，就连一些县市也邀请我们演出。”青岛交
响乐团团长连新国表示，“这些年，山东交响
音乐一直沿续着从低到高的发展趋势，现在由
城市开始向边远地区渗透，非常有发展潜
力。”

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副处长刘玉国表示，
音乐会是一种高雅艺术，需要一定的音乐修养
才能欣赏其内涵。“新年音乐会的增多，不仅
引导了健康的文化消费方向，而且提高了市民
的文明程度和欣赏水平，真正体现出了高雅艺
术的价值。”

水平参差不齐

在新年音乐会中，除了国内的许多知名交
响乐团外，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诸多乐
团也来华演出。对此，连新国表示，“从文化
发展需求来看，我们的观众也想欣赏国外交响
乐团的演出，了解不同层面的音乐会，这也体
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繁荣程度。”

在元旦之前，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国家一
级作曲家李百华，在山东会堂聆听了一场费城
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

“有些乐团顶着很大的‘名头’，但其实
是‘搭班子’的乐团，演奏水平根本达不到观
众期待的艺术水准。”李百华表示，费城国家
交响乐团是位居世界前列的乐团，曾是中美文
化交流史上第一任交响乐大使，和这次的‘费
城国家交响乐团’完全不是一回事。”

“品牌”建设是当务之急

说起来，新年音乐会在我国落地生根已经
10多年，也从最初的单纯交响乐发展到民乐、
演唱、戏曲、电影音乐等多种门类，这也成了
演出市场的一块金字招牌。

如今，各城市的新年音乐会数量虽然很
多，但多年坚持的却很少，有专业人士认为，
新年音乐会已经出现数量过多、甚至泛滥的局
面，这会扰乱正常的新年演出市场。”

新年音乐会，一年只有一次，其品牌建设
比“音乐季”还难。乐迷熟知的“维也纳新年
音乐会”就是明证，他们经历了70年才赢得了
全世界的关注。

李百华说：“现在的演出市场并不成熟，
高雅的音乐会都需要拉赞助，在前面冠以某家
知名的银行、通信、保险公司的名字，一来可
以提升大公司的文化知名度，二来可以减轻乐
团或演出商的资金压力。但是在北京、上海等
城市需要冠以‘×杯’吗？”

李百华尤其关注山东交响乐团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山东歌舞剧院交
响乐团在全国非常有影响力。现在，青岛交响
乐团的发展势头也非常可喜，排在了全国交响
乐团前列。文化大省，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
代表我省水平的交响乐团。”而作为省城济南
标志性的新年文化活动，山东省新年音乐会也
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
牌。

“培育真正的音乐文化市场，既要寻找正
规的乐团来演出，也要邀请专家进行统筹策
划、创新，真正做好山东音乐会的品牌，让市
民享受到真正的高雅艺术的大餐。”李百华
说。

1月3日，枣庄市山亭区店子镇龙虎村
农家妇女孙玉(右图)向邻里介绍她绣制的

《琴棋书画图》十字绣作品。
近日，孙玉历时1年完成了长3 . 6米、宽

1 . 5米的十字绣作品《琴棋书画图》（上图），
共使用102种不同颜色的绣线，绣了约46万
针。画面中的18名古装女子抚琴、下棋、读
书、观画，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新华社发

46万针绣出巨幅十字绣

新年音乐会，让“品牌”响起来

▲2011年12月27日，2012年山东省新年音乐会在山东会堂奏响，著名指挥家邵恩指挥乐队演
奏。接连举办五届的山东省新年音乐会已成为济南标志性的新年文化活动。 □CFP 报道

□ 本报记者 张国栋

本报通讯员 刘智峰 张连玉

1月3日晚，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耿井村
的乡亲们就早早地吃过晚饭，三五结伴赶到村文
化大院活动室里。冬夜的寒冷并没有阻挡住人们
的热情。记者赶到时，五十来个平方的屋子里塞
满了人。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村民们自编、自导、自
演的“民间新年晚会”上演。

晚6点一刻，舞台上一阵锣响。身旁的老乡是
个热心肠，急忙介绍道：“快看！这就是俺的偶像
小辣椒和板蓝根要上场啦！”只见从舞台后面转
出了一男一女。演员扮相分明，“板蓝根”，脸色铁
青，着西服套装，油光粉面，乍一看就是刘老根；

“小辣椒”，穿着红围裙，梳着朝天辫，扎着红丝
绸。他俩一出场就引来一阵欢呼声、掌声……

孩子们最喜欢看的还是村幸福敬老院奶奶
们合唱的方言版《越来越好》。“住公寓了,领工资
了，日子越来越好；零差价了,身体棒了，心情越
来越好……”虽然已经练习了几十遍，但第一次
登台的秦红英奶奶还是有些紧张。几分钟的表演
下来，她已是满头大汗,“俺们这些老年人住着免
费公寓，每个月领着养老金，偶然生病吃药也能
报销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秦奶奶激动地
说。老人们的表演赢得了村民们热烈的掌声。

由村里的老戏迷耿玉娥根据身边事儿编排
表演的吕剧新唱段《小媳妇回娘家》，把整台晚会
推向了高潮，就连台下观众席间的孩子们，都兴
奋地使劲拍手鼓掌。村里的“农民诗人”蔡八斗赋
打油诗一首赞扬村里的女子文艺宣传队：“耿井
村里‘女人花’，十里八乡人人夸，民生文化挑大
梁，个个都是大明星。”

吕剧、合唱、秧歌、小品……整台晚会演出了
20多个节目，参演群众达200多人次。据了解，今
晚的节目都是出自耿井村文艺俱乐部成员们的
手笔。

村支部书记耿德邦介绍说，为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村里投资相继建起了科普书屋、群众
文化大院、建设广场等群众精神文化阵地，组建
了秧歌队、文艺俱乐部等民间文体组织。村里还
决定从今年起，每年元旦期间，都将举办自己的

“春晚”，真正让群众在切身参与、体验之中，享受
到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

小村庄上演“大春晚”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从今年1月1日开始，康有为故

居纪念馆正式免费向社会开放。这是继2008年青
岛市41家文化场馆(其中15家博物馆)免费向社会
开放之后，青岛市为推动文化青岛建设所采取的
又一惠民利民措施。

“康有为故居免费开放两天来，接待观众
500多人，是平日接待量的两倍多。”青岛康有
为故居纪念馆馆长助理江斌1月2日对记者说，参
观人群主要包括学生、附近居民、部分团队游客
以及国外游客。

康有为故居纪念馆始建于1899年，是青岛最
早的德式建筑之一，1923年至1927年期间康有为
先生寓居于此，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1999年，由青岛市政府拨款
800余万元对康有为故居进行修复布展，并于
2000年10月对外开放，内设有“康有为书房、客
厅、卧室复原陈列”、“康有为生平史迹基本陈
列”等专题陈列，记载和彰显着康有为的文化成
就及传奇人生。

青岛康有为故居免费开放

□ 本报通讯员 高德刚

2011年12月28日，临邑县“一勾勾”研究传
播中心主任信红霞和同事们正在忙着排练《定能
战胜顽敌渡难关》，这是她们为今年的地方春晚
创作的一部新“一勾勾”曲目。

临邑县地方传统曲目“一勾勾”2006年3月
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信红霞是
“一勾勾”的传承人之一。谈起学习创作过程
时，她感触很深：“刚开始研究时的困难就是人
员老化、人才断层，挖掘、整理的难度很大。抢
救这一濒危剧种面临重重困难。‘一勾勾’传统
剧目有70多个，包括《东秦》《西秦》《坐楼杀
惜》《三进士》等，时隔多年，没有一位老人能
完整演唱这些剧目，只能通过老人之间的交流、
相互提醒，一点一点地找回原来的唱法。”

2006年5月，该县成立了“‘一勾勾’研究
传播中心”，工作人员为解决“一勾勾”的唱腔
单调、现代人不容易接受的问题，多次到“一勾
勾”的发源地临邑、禹城边界农村寻找老艺人求
教，将他们的唱段录下来，再通过记谱整理，研
究唱腔。同时，为便于管理和保护，该县对“一
勾勾”珍贵文化遗产进行了专门的收集整理，建
立了专门的档案资料，包括文字、图片、音像
等，并编辑出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数据库；并开辟专门的展厅，形象地记录和
展现“一勾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沿袭和传承。

截至目前，“一勾勾”研究传播中心先后创
作了《春满神州》《姊妹易嫁》《定能战胜顽敌
渡难关》等16部“一勾勾”现代剧目。“现在的
一勾勾曲目朗朗上口，贴近生活，演员和观众都
很喜欢。”“一勾勾”青年演员赵玉敏介绍说。

据了解，“一勾勾”研究传播中心新创作的
曲目多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或当下社会关
注热点为主题，在基本保持传统剧目原味的基础
上，对唱腔、唱段进行了丰富创新，伴奏乐器增
添了笙、三弦、阮、琵琶等乐器，使得“一勾
勾”曲调向欢快活泼、富于变化的方向转化。

目前，该县15所中小学校相继开设了“一勾
勾”教授课程，使得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得以薪火
相传。信红霞说：“我们一定努力与时俱进，不
断融入现代元素，使传统曲目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让‘一勾勾’获得长久而持续的传承和发
展。”

临邑传统非遗曲目注入新内涵

“一勾勾”新创16部作品

2011年12月27日，惠民县桑落墅镇桑家村群
众殷树荣正在为本村的乡亲表演《好人一生平
安》。

一人拿上一件乐器，就能成为村艺术团分享
精神食粮的“股东”，惠民县一些农村，采取股
份制建设村文化艺术团的措施，使农村文化艺术
团得到迅速发展。 □王美健 刘建刚 报道

惠民股份制乐团“闹火”乡村

1月1日上午，青岛市“万民同乐庆新年”千
人百姓健康舞展演活动在五四广场拉开帷幕，伴
着欢快的节奏，各社区舞蹈队以健康向上的方式
辞旧迎新。

2011年，青岛市群艺馆面向12区市举办百姓
健康舞公益培训班，培训了80余名百姓健康舞教
员，培训市民500余人。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青岛举办百姓健康舞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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