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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游客
乘坐乌篷船摆放河
灯。放河灯是江浙
一带民间流行的古
老习俗，以此寄托
心愿，祝福平安。

□新华社发

水乡习俗放河灯

5 月 2 7 日 ，
2012“爱在齐鲁，
情定周村”中国传
统民俗集体婚礼在
淄博市周村古商城
举行。

□新华社发

周村民俗集体婚礼

5月26日，以组
织挖掘、抢救、保护
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为
目的的中国龙文化艺
术研究院在北京挂牌
成立。

□新华社发

龙文化研究院揭牌

5月27日，一名
男子盛装参加在德
国柏林举行的柏林
文化狂欢节，此次
共80个国家4000人
参加狂欢节。

□新华社发

柏林文化狂欢节

□ 本报记者 国胜 国鹏 红军
本报通讯员 李建忠 朱小倩

群众汇演为公共文化添活力

5月25日晚8时许，田柳镇寨里村村委大院，
寿光市百场公益巡演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台下
观众叫好声不断。这也是“幸福寿光·欢乐共享”
2012年群众文化大汇演活动的重要内容。

“今年，我们将在寿光市5个街道、9个乡
镇的 1 2 7个村巡回演出，都是免费义务演
出。”寿光宇翔文化传媒总经理苏庆表示，自
2006年公司组建艺术团以来，该团已经连续6
年走进农村义务演出。“今年寿光市出台政策
对公益性演出给予补贴，我们又专门编排了当
地百姓喜闻乐见的相声、歌舞节目。”

不到一个小时，村委大院就挤满了观众。
58岁的张秋溪对演出赞不绝口：“演员们的水
平都很高，节目也很吸引人，村民们都喜
欢。”他说，以前村里搞过秧歌队，但随着外
出打工的人多了，扭秧歌的就凑不齐人了，这
么正规的演出这些年也不多了。

近年来，寿光市坚持公共文化资金向农村
倾斜，不断加强公益性文化产业设施投入。3
年来，寿光市财政投入文化建设的资金达到28
亿元，所有镇街全部建起文化站(中心)，文化
大院、农家书屋实现了全覆盖，形成了以市级公
共文化设施为龙头、镇街文化站(中心)为纽带、
村文化大院为基础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我
们以群众文化活动为载体，来调动群众参与的
积极性。”寿光市委宣传常务副部长李群成表
示，寿光市每年都组织开展“绿色之春、文化
之夏、丰硕之秋、欢乐之冬”为主要内容的
“和谐四季”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今年又组织
启动了千场文艺竞赛、百场公益巡演、十大主题
系列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文艺大汇演活
动，贯穿全年、覆盖全市各镇街区村居、部门单
位企业，为全市文化活动注入了蓬勃生机。”

创意产业助力文化寿光建设

5月25日，在位于寿光市软件园内的潍坊
科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动漫工作室，郭印峰和

同事们正一起忙碌着，为一部意大利三维动画
片制作角色模型。“一般说来，完成一个模型
的‘绑定’需要五六天时间，从而使动画看上
去更精确、灵活、生动、逼真。”

潍坊科苑数字公司成立于2008年，主要从
事影视动漫制作、软件研发、3D游戏开发和
多媒体设计与制作等高新技术业务。

包括潍坊科苑数字公司在内，目前寿光市
已经有91家新兴创意产业企业、科研院所、培
训机构等进驻寿光市软件园，其中包括印度格
特维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清华阳光公司等知名
企业，另有印度、菲律宾等50多家境内外知名
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准备进驻园区。

寿光市软件园管理办公室主任刘秀身说：
“软件园位于潍坊科技学院内，充分利用并发
挥这一优势，形成产学研一体化格局，并成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基地。软件园目前
已经完成投资7 . 3亿元。2011年完成产值3 . 5亿多
元，服务外包合同额1400多万美元，成为山东省
服务外包示范基地、服务外包人才实训基地。”

仅以动漫产业来看，其成绩引人注目。动
漫《超级优优》2011年2月份在央视少儿频道
播出，并入选国家广电总局推荐的2011年优秀
国产动画片；52集《银河少年》通过国家广电
总局备案公示，以弘扬寿光农耕文化为题材的
500集动漫《开心农场》、52集三维动画片
《农圣贾思勰》也正在制作之中。

在推动文化寿光建设背景下，寿光市把今
年确定为“文化项目建设年”，以重点文化企
业、文化产业项目、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为载
体，着力实施以1区8园4带10大重点项目为主
要内容的“18410工程”，重点推进总投资达
150亿元的36个在建、拟建项目，全部建成
后，将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20亿元以上。

政策扶持机制不断完善。制订出台《关于
推进文化寿光建设打造文化强市的若干政
策》，从今年起，市财政每年设立文化建设专
项资金500万元，采取贴息、奖励、资助等形
式，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除财政扶持外，在工
商管理、税费优惠、投资融资、土地保障、人
才开发、奖励补助等共七个方面形成文化产业
发展立体保障网络。

同时，文化寿光建设全面布局，消除文化产
业发展的盲点，制订了覆盖全市的“一区、两点、

八园、四带”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在全市形成南
部高端农业、北部新型工业、双王城创意文化
产业的空间布局，各有侧重又有机联系，为实
现城乡一体均衡寿光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人才编织文化寿光智力支撑

5月26日晚，寿光市京剧艺术团有两场下
乡演出，兵分两路把节目送到上口镇、侯镇的
农村。“像这样的演出，平均一年有300多场，
最多的时候，一天演到5场，忙得连饭都顾不
上吃，收拾东西就往下一个场地赶。”寿光市
京剧艺术团副团长刘素梅介绍说。

艺术团能唱京剧，也能表演歌舞，无论到
哪里演出都非常受群众欢迎。刘素梅认为，主
要原因还是演员专业水平高，节目质量高，压
得住场。

人才培养是文化寿光建设中的核心环节。
通过内部传承、外出培训等方式，寿光培养起
一批又一批文化人才，成为文化建设的中坚力
量，共同编织起文化寿光的城市魅力。

刘素梅说，为了提升剧团的表演水平，
2002年，从中小学选拔了37名苗子，送到中国

戏曲学院附中学习。“这37名学员是中国戏曲
学院附中的老师亲自选定的，一共在那学习了
4年。每个行当都有孩子学。学成后回团，不
仅避免了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而且提升
了剧团表演水准。”

依托潍坊科技学院，在寿光软件园成立了
中小学动漫教育培训基地，为寿光师生提供动
漫培训。已经入驻寿光软件园的一些动漫公
司，引进博士、硕士等高层次人才的同时，也把
自己的员工送到北京、吉林等高校深造，或者送
到北京、济南、青岛等地的大型文化企业，进行
深造培训，培养起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

在文艺创作方面，寿光市通过“寿光文化之
星”评选等办法，不断发现、培养、激励人才脱颖
而出。近三年来，全市出版各类专著200余部，斩
获全国现代戏优秀剧目、冰心儿童图书奖、泰山
文艺奖、省“文艺精品工程”等重大奖项10余个，
形成群众文艺创作的“寿光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年来，寿光市财政投入
28亿元进行文化建设。依托完善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凭借市、镇、村全覆盖的三级公共
文化服务网络，提升市民文化素质，成为蔬菜之
乡、文化寿光建设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原创力度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少儿图书数
字化进程的瓶颈。中国作家应努力创作有中国特
色、贴近中国孩子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出版业未来
也应重视新作家的发掘，多出原创精品。即使到了
数字时代，“内容为王”也不会过时，因为真正优
秀的原创图书，借助数字化工具，可以轻松实现全
媒体开发，获得更好的市场反响。

——— 据开卷图书市场调查显示，２０１１年全国书
店图书零售市场整体码洋规模同比增长５．９５％，而
少儿图书的增幅远超平均值，达到１１．６％，是销售增
速最快的板块，成为拉动图书市场上行的主力军。但
儿童文学专家指出，少儿类图书市场内容同质化、跟
风出版现象严重、原创动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力争到２０１４年努力成
为文化贸易要素集聚、文化贸易企业汇集、文化贸
易创新活跃、文化贸易交流频繁、文化贸易人才荟
萃的全国文化走出去重要战略基地，届时基地力争
直接服务的进驻企业数超过２００家，贸易总额超过
１００亿元；基地提供服务的企业超过２０００家，贸易
总额超过１０００亿元。

——— 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揭牌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５月２９日在参加京交会“上海日”活动时发布了
其三年行动计划。该基地的前身是上海国际文化服
务贸易平台。

●“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舞蹈只是对民俗民
间舞进行了艺术整理，强化了难度，配备了专业乐
器和专业演员，但根基还是在民间，这次我们就是
来‘寻根’。因为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
不可能是无源之水，闭门造车创作出来的舞蹈是不
可能被观众认可的。我们在参加开幕式表演后，就
让演员到大街上去看各地各种风格的秧歌，看他们
所跳舞蹈的根在哪里。”

——— 正在胶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秧歌节不仅有
民间的十余支秧歌队参加，还吸引了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和北京舞蹈学院两家顶级专业舞蹈院团和高
校。他们此行不是来展现精湛的专业技艺，而是来寻
找汉族舞蹈“根脉”，向原生态民间舞学习。

●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将积极
探索推动广播影视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的新方法新途
径，建设成以出口为导向的影视作品创作生产、出
口译制平台；致力于打造影视文化创意创作、影视
外贸企业孵化成长、华语影视文化产品传播交易、
影视产业投融资及配套服务、全球影视文化研究、
影视产业国际化复合人才培养等六大平台体系。

——— 前不久，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复同意在杭
州、海宁毗邻区块设立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
合作实验区。这也是全国首家定位于影视产业国际
合作的国家级影视基地。未来五年，核心合作区域
内计划实现影视、文化产业产值达到１０亿元以上，
上交税收和规费１亿元以上，年吸引至少２０个剧组
进驻拍摄，接待旅游５００万人次。

（梁利杰 辑）

■ 建设文化强县采风

城乡共享 文化寿光
◆“文化寿光”是建设“均衡寿

光”的重要内容。今年初，寿光市明
确提出建设“文化寿光”的工作目
标，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把寿光建
设成为文化强市，为建设城乡一体
协调发展的寿光提供有力支撑。

□ 韩 淼 刘宝森

在烟台，不少中小学生节假日都会到群众
艺术馆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学习剪
纸。这项已流传数百年并被列入世界级非遗的
技艺似乎开始焕发新的生机。

“孩子们觉得挺好玩，仅此而已。”烟台
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黑强说，群众艺术馆担负着
非遗保护的工作，“这几年大家对非遗的关注
度是起来了，但多抱着一种好奇和欣赏的心
态，真正想要把继承非遗作为终身职业的人还
是少之又少。”

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李强的感知更为具
体。今年53岁的李强从1985年投身剪纸传承以

来，通过群众艺术馆、中小学校以及社区老年
大学等各种渠道培训过上千名剪纸学员，“可
是真正坚持到底的比较少。”李强说，正式拜
他为师、花较长时间跟他学习的学生有三四十
人，但以剪纸为职业的也就两三个人。

李强说：“仅靠剪纸为生的话，生活太难
了，基本过不下去。”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
说，剪纸的收藏市场很不成熟。2008年年，他
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完成了一幅长1 . 3米、宽1米
的巨幅勾绘染色窗裙“奥运大家庭”，并在当
年举办的中国第三届剪纸展上获得银奖。李强
说，这样的作品卖1000元都不算赚钱，实际上
还基本没人会花钱买。

从大众消费的角度来说，手工剪纸一刀最

多能剪两张，工厂生产一刀下去则能剪100张，
生产效率相差太远。同时，工业化生产出的剪纸
价格低廉，也大大拉低了人们对手工剪纸价位
的接受水平。“现在市场上，上档次一点的剪纸
类产品卖得最好的是礼品册，一本也就100多块
钱。但要是纯手工做，累死也挣不了钱。”

事实上，不仅是剪纸，其他许多非遗项目
也都遭遇了同样的窘境。

被列为国家级非遗的吕剧在我省很多地方
仍有较大规模的观众群，但也面临着青黄不接
的难题。我省第二大吕剧团广饶县吕剧团艺术
指导部主任赵伟说，吕剧团经常在农村表演，
有时候一天3场戏，早上6点出发，晚上12点才
能回家，而收入比歌舞团要低很多，因此“很
难留住人”。

1990年，东营市选了16位学生到烟台艺术
学校学习吕剧，赵伟是其中之一，而坚持至今
的只有4位。

国家级非遗螳螂拳第九代传人于永波回
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电影
《少林寺》引发了一阵武术热，当时学拳的人
很多，氛围很好。而现在，想举办一个活动很
难，因为没有人出钱。很多拳师的生活都成问
题，有的只好去当保安。

今年，于永波应邀在烟台工人子弟小学开
设了螳螂拳兴趣班，每周两次课。他发现，虽然

有些孩子学得很起劲，但他们都把这个当做一
种兴趣的拓展。“现在孩子面临的诱惑多，学习
压力也大，他们觉得学螳螂拳很辛苦，不如玩游
戏过瘾。家长也觉得这个将来也不能当饭吃。”

说到底，对于非遗传承来说，钱一直是一
个问题。于永波也想过自己来办一个螳螂拳
馆，但是苦于找不到资金支持，只得作罢。

在没有外来资金资助的情况下，2006年，
李强自掏腰包，在烟台开了一个剪纸博物馆，
租了一个500平方米的屋子，免费向公众展出
他的10万多件剪纸藏品，同时还推出了同名网
站。但这种模式未能长久，6年过去，李强花
了40万元，今年年初，资金链条断裂，不得不
将博物馆和网站一起关闭。

非遗市场化以及融资问题短期很难解决，
这就更加凸显出政府扶持的重要性。每年，政府
会给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万元补贴，像李强和于
永波这样的省级传承人会得到6000元。“像我们
剪纸，有很多传承人还在农村，6000元的补贴基
本一年的生活费是够了，”李强说。

他认为，在保护非遗方面，要事业化和市
场化两条腿一起走路。扩大宣传能够让知道的
人更多，面更大，找到合适传承人的可能性就
越大，而当老百姓对非遗的兴趣越来越大时，
也许市场就可以培育起来，传承人就可以靠非
遗生存下去。

“非遗”没钱支持赚钱难
◆对于非遗传承来说，资金一直是个问

题。非遗市场化以及融资问题短期很难解
决，这就更加凸显出政府扶持的重要性。

◆在保护非遗方面，要事业化和市场化
两条腿一起走路。市场培育起来了，传承人
就可以靠非遗生存下去。

彩色剪纸

5月26日，一名
来自老挝的留学生在
文化节上展示老挝玩
偶艺术品。

当日，天津大学
第五届留学生“国际
文化节”暨中外大学
生文艺演出热闹开
场，来自韩国、土耳
其、泰国等数十个国
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在
文化节上给同学们分
享特色民族风情。

□新华社发

留学生“国际

文化节”开场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经过全国征集、专家评审以及公

示，我省戏曲现代戏剧本征集评选结果日前揭晓，
安徽省安庆市戏剧创作研究室江爱华的《秀芹嫂》
以及《喜鹊声声》等7部作品入选。

此次征集共收到符合要求的应征作品80部，经
过两轮严格评审，共评选出北京东方美食（国际）
传媒机构宋瑞斌创作的《渔旗》，河南省濮阳市戏
剧创作研究室贾璐的《香飘百果岭》、《关于一只
狗的喜剧》，广西资源县文体局易玉林的《天
问》，江苏盐城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孙茂廷的《飞
来横福》，安徽省安庆市戏剧创作研究室江爱华的
《秀芹嫂》以及《喜鹊声声》等7部作品。

经作者本人同意，省文化厅对入选剧本拥有3
个月的优先使用权（截至8月15日之前）。在此期
间，将面向全省艺术院团推介入选剧本。

我省戏曲现代戏剧本

征集评选揭晓

被称为“中国功夫的精粹”的王氏内家

拳于明初兴起于郓城有名的武术村——— 王
庄，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

公共文化·14版

传统艺术如果没有创新，就等于一个

东西没有了生命，就只能进博物馆了。
十艺节·16版

◆ 导 读

▲群众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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