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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陈 涛

农民放下锄头当演员

2011年12月15日，冬日的阳光穿过云层，
洒向大地。东平县老湖镇王台村村民吴绪来
家的院子里，一只黄狗悠闲地眯着眼睛晒太
阳。走进老吴家的堂屋，一幅幅明星剧照挂满
了墙壁，而每幅剧照中都有吴绪来这位58岁
老汉的身影。

“从2009年拍摄新版《水浒传》开始，现在
俺也是有三年戏龄的人了。”坐在暖烘烘的炕
头，吴绪来操着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对记者说。
看到记者有些惊讶，老汉还有点不好意思，

“拍戏多了，现在不自觉地就用普通话交流。
别看咱是庄稼汉，靠演戏还能挣不少钱呢！”

在东平县水浒影视城周边的村子，类似
现象随处可见，文化改变了很多的村庄，而王
台村最为典型。农民放下锄头当演员，俨然已
经成为一种潮流。

“现在拍摄的片子叫《刑名师爷》，我饰演
一名老家丁。别看是龙套，咱戏份还真不少。”
老吴笑嘻嘻地说起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印
象最深的就是拍摄新版《水浒传》的时候，我
还当过小旋风柴进的替身呢……”聊起演戏，
吴绪来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我现在
两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还有一点地，农忙
的时候就侍弄地，闲下来的时候就过把戏瘾，
也攒了不少钱。”据老吴介绍，一个群众演员
每天能收入50元到200元不等，一个月保守也

能挣到2000多元，而这个数字比以前种地收入
要高很多。

据悉，来水浒影视城拍戏的剧组所需群
众演员绝大部分都是附近村民。络绎不绝的
拍摄剧组使一些村民通过影视旅游富了起
来，置房买车的数量大幅攀升。村民们自发传
帮带，三代同当演员的现象非常普遍。

村民说起普通话

“谁说演员就必须是科班出身，咱一样也
能行！”记者面前的这个小伙子名叫张源，相
貌清秀，今年只有20岁。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开始在新版《水浒传》剧组当起了群众
演员，而就是这段日子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两年前的张源对于自己的人生根本就没
有规划，而做了一个月的群众演员后，张源看
到了差距，意识到了不足，更让他找到了致富
的机遇和商机。“剧组教会了我很多东西，除
了演技，最宝贵的是教会了我要有梦想并为
之努力。我发现剧组的有时候拍戏到很晚，
演员们只能用方便面来凑合。”看到商机的张
源用那一个月挣得五千多元当本钱，开始了
快餐店的创业之路。

走进张源的小饭店，干净而温馨。电视机
里放的是新版《水浒传》，张源说很多游客喜
欢看，索性就买了部DVD天天播放。和张源的
小店一样，王台村的村容村貌也发生了不小
的改观，干净卫生是这个村最大的特点。据村
干部介绍，现在村里没有一家养猪，除了考虑
到环境卫生，主要是因为当群众演员收入多
了，所以很多村民放弃了养猪这条传统的致

富门道。
进了村，记者发现只要面对采访，大部分

村民都说普通话。“我们村是全县第一个普通
话普及村！”跟在记者后面的老吴很是自豪。
而已经开起小餐馆的张源则偷偷告诉记者，
他的梦想是成为下一个王宝强。

群众演员成品牌

每个月的1号和15号，是老湖镇宣传科组
织的群众演员学习交流的日子，会议室就设
在水浒影视城内。“我们老少爷们聚在一起就
是探讨咋演戏，怎么演好戏。我们还会交流如
何能通过影视旅游挣钱”，王台村群众演员

“经纪人”孙良德说。现在有些村民学会了编
制工艺品，有些人开起了农家乐，有些人在影
视城里当保洁保安，在外地打工的也开始成
批的回家。

如果三年前说东平能够拍电视，那简直
是痴人说梦，可是现在到东平拍戏成为常态，
东平农民也摇身变为群众演员，成为影视剧
组里的常客，特写、蒙太奇、中景、远景、穿帮，
这些影视圈里的专业术语在东平普通农民嘴
里张口即来。

影视产业化的发展让群众演员有了深层
次的发展。在东平，王台村只是演员村的其中
一个，州城的大西门、银山的南塘子等村庄，
借助周边景点拍摄的机会，均成为“文化村”、

“演员村”。影视产业、旅游产业的壮大，产生
强劲的富民效应。据悉，该县旅游产业年综合
收入达到23亿元，有3万多群众赚起演艺钱，吃
上了旅游饭。

幸福生活入戏来

东平县老湖镇王台村农民“拿起锄头去种田，披上古

装当演员”———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王志广 刘丰强 报道
本报文登讯 “幸亏市劳动监察处的李监

察员，要不俺们今天就拿不到工资了！”枣庄籍
工人张新华激动地对记者说。1月5日上午，根据
监察员反馈的信息，文登市劳动监察处的工作
人员立即赶赴市郊一家电子厂，仅用半个小时，
便帮助6名来自枣庄的工人拿到了工资。

该市劳动监察处副主任毕春阳介绍说，近
年来文登企业数量日益增多，目前已达到4000
多家。为避免出现监控盲区，他们根据企业的分
布情况，将全市划分为38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
了2至3名劳动监察员，全天候对网格内企业的
工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有拖欠工资
行为，立即向监察处反馈，既保证了欠薪事件在
第一时间得到处置，避免了小事拖大，又加强了
对企业行为的监督力度。同时，他们正在着手组
建劳动保障监察信息资源网络，将企业的用工
情况、职工保险缴纳、工资支付等信息全部上
网，届时只需点击鼠标，各企业的工资发放情况
便一目了然。据统计，文登今年有关欠薪的投诉
举报较往年下降了五成多，案件按期结案率达
100%，无一案件引起行政复议和司法诉讼。

“可以回家过年喽！”5日下午，在市区一房
地产开发项目工地，来自江苏通州市的黄惠林
刚刚领取了3万多的工钱，兴奋得对工友喊道。
据项目方人员介绍，两天内他们将发放300多万
元的工资尾款，为260多名农民工一次性足额结
清工资。重庆籍工人韦光海表示，他在外打工20
多年，感觉还是这里用工环境好，明年还打算来
这里。

针对欠薪易发的建筑行业，文登市不断加
强监控惩治力度。他们规定，因建设单位拖欠工
程款致使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的，行政主管部门
将责令其从应付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中
先行支付；如果连续两年出现欠薪行为，将被降
低甚至取消资质；凡是存在违规或恶意拖欠农
民工工资的建设单位，将记入信用档案，在工程
竣工验收及新开工时，一律不予办理许可。同
时，欠薪企业的名单也将在文登建筑业网上予
以曝光。

据建设局工作人员介绍，临近年关，各建筑
企业已备足资金，全市2万多建筑农民工将一次
性足额领取全年工资尾款，总额近2亿元。

2万多建筑农民工将一次性足额领取全年工资尾款近2亿元

文登让打工者揣上工资回家过年

□记者 王金满 通讯员 李兆鑫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月4日，记者在潍坊综合保

税区看到，一辆辆集装箱车拉着刚刚进港的法
国、葡萄牙等国家的葡萄酒、橄榄油，在区内的
保税仓库卸货，这是该区利用保税等特殊优惠
政策，引进国际红酒等品牌入区，建设特殊商品
交易市场而带来的结果。

从2010年1月份国务院批复设立潍坊综合
保税区以来，已经有十多个国家的葡萄酒、橄榄
油等商品，年进口60多万瓶，销往全国各地。

据介绍，进口货物从国外到港后，直接运到
综合保税区，在保税区储存，相当于货物还在国
外，只有销售时，销售一批交纳一批关税，一瓶
酒能节省费用40%以上。

目前，潍坊综合保税区正进一步扩大经营
范围，引进国外高档化妆品、食品、装饰品等经
销商入区，并规划建设“潍坊保税区国际商品展
览展示交易中心”，形成全国特色的高档消费品
交易市场，使国内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货
真价实的国外高档消费品，力争年实现进口额
20亿美元。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朱桂林 王新华 报道
本报高唐讯 为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去年3月份，高唐县百名党员公安民警、百
名大学生村官入驻城乡结合部的100个村。驻村时间为
3年。他们围绕掌握社情民意、服务群众致富、维护治安
秩序、倡树文明新风、夯实基层党建联手开展工作。目
前，驻村民警和大学生村官累计走访群众4000余人，收
集群众意见建议420多条，化解矛盾纠纷165起，提供致
富信息300多条，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800多件，赢得群
众交口称赞。

当前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经济基础薄弱，民警
和大学生村官驻村后，在充分调研走访的基础上，帮助
村里理路子、出点子，为群众找致富门路。大学生村官
张国慧到姜店乡王楼村后，引进了肉鸭养殖项目，建起
20个鸭棚，年出栏量达到60万只，组建起“养鸭专业合
作社”，实行防疫、销售、鸭粪专业化处理和代办小额贷
款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养殖户的后顾之忧，并解决了
140个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民警与大学生村官结对接地气

高唐“双百驻村”
办实事赢民心

潍坊综合保税区
国际红酒交易市场
渐成规模

□通讯员 郝安振 赵岩 记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博兴讯 “只要输入用户名、密码,这个月村

里收入多少、支出多少,都能查得一清二楚。”1月4日,博
兴县博昌街道西谷王村村民武立民熟练地登录网上信
息平台,向记者展示村里的现金收支公开表。如今,在博
兴县,能从网上查询村里财务收支的,不止西谷王一个
村的村民,全县448个行政村均已开通了网上财务公开。

公开是为了取信于民，正是认识到干部诚信、政府
公信的重要性,博兴县县委、县政府统一规定,每月的5
日是各村的公开议政日。在这一天,村里的大小事务都
一一向群众公开。为了保证村里财务数据的可靠与准
确,每个村都由群众选出的3名党员和2名群众组成理
财小组,理财小组负责和村会计、出纳、村委会主任、支
部委员一起审核、编制村里的财务档案。

博兴448个村
全部实现网上村务公开

□彭辉 周健伟 报道
1月9日，威海市高新区怡园街道后峰西社区446户

居民领到了740套回迁房的钥匙。这个社区从2010年5
月份开始进行拆迁改造，为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

□卢鹏 谭长青 报道
1月2日，东营市东营区

胜园街道北高村大学生村
官张景建 (右一 )在向村民
介绍推荐科学养猪书籍。据
了解，张景建到村任职后，
把几千册图书管理的井然
有序，并发挥技术特长，为
村民当好老师和参谋，让村
民易学易懂易用，深受村民
欢迎。

□申红 隋翔宇 张海庭 王孟子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来自社会各界的300名代表填好手

中的评议票，按顺序投入电子计票箱，经由工作人员现
场唱票，106名中层干部的详细得分和排名都公布在大
屏幕上，这是1月6日在烟台市牟平区集中公开评议中
层干部会议上的景象。该区打破以往“机关干部评机关
干部”的做法，直接让服务对象对干部进行评议。

此前，牟平区从涉企审批服务、公共管理服务、行
政执法三个层面建立起“中层干部库”，并通过政府网
站等渠道集中公开中层干部的个人信息、服务承诺等
情况，增强了评议的针对性。测评会还现场公布了106
名中层干部的得分排名，确定了10名“年度群众最满意
中层干部”和3名“群众最不满意中层干部”名单。此次
评议的结果将会作为牟平区部门和单位年度岗位目标
责任制考核、干部任免以及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

牟平建立“中层干部库”
直面群众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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