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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佳声 李早
通讯员 曹长兴 袁致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中秋节临近，央视的“秋晚”正
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而在章丘市普集镇桥子村，一
场村民自办的“桥子村‘秋晚’”却抢先开锣了。
从9月11日到14日，由村民自编自演的32个节目将
连续四晚依次“亮相”。

9月11日晚，一进桥子村，立刻被喧天的锣鼓吸
引。该村刚刚落成的文化大院，被上千名赶来的群众
围坐得里三层、外三层。而演员们正在后台为登台作
最后的准备，或修补眉眼，或默念台词。桥子村自办
晚会已经是第三届了，演员都是附近十里八乡的文
艺爱好者，很多节目也都编排自村民的生活实际。

仅有380口人的桥子村，缘何能操办起“大规
模”的“秋晚”？桥子村“戏友之家”发起人许新
廷老人告诉记者，别看村子不大，但文化氛围浓
厚，每年都组织“春节戏剧专场演出”，培养出了
一大批文艺爱好者。

记者了解到，2010年初，爱好文艺的许新廷装
修了自家房屋，购置电视、音响设备、锣鼓、京胡
等工具，正式成立了“戏友之家”，十几平米的排
练小屋，每天人都满满的。当年9月份，“戏友之
家”组织举办了汇报演出，吸引了附近村民上千
名。“首演”成功后，“戏友之家”名声大振，桥
子村村委会在乐器、服饰、演出等方面投资数万元予
以扶持。周围17个村庄的文艺爱好者纷纷加入其中，
经常参加排练活动的达50人左右。去年9月，他们趁
热打铁举办了第二届“戏友之家演唱会”，连演四场，

《龙凤面》、《姊妹嫁》成套曲目，《沙家浜》、《借年》等
经典片段，赢得村民追捧。

今年9月，桥子村又新建了1400平米的文化大
院，院内舞台、戏曲排练室、农家书屋、文体广场一应
俱全，可容纳1000余名观众。这下，“戏友之家”有了

“用武之地”，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赶在秋收之前，
举办自己的第三届“桥子村‘秋晚’”。

□记者 孙巍 通讯员 裴颖 滕聿刚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市首届日照文化产业博览会

将于9月21日拉开帷幕。
首届日照文化产业博览会设立一个主会场和24

个分会场。主会场内设中国·日照农民书画艺术
节、文化改革发展成就展区、区县文化建设综合展
区、日照黑陶艺术作品创意设计展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特色民间艺术展区、文艺演出区等展区。

24个分会场的活动也精彩纷呈，包含“聚焦蓝
色日照”摄影作品展、文化创意及新兴文化业态
展、日照金秋盆景艺术展、蓝色风情油画写生展、
“诗书画日照”艺术创作精品展等活动。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9月13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委宣

传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我省首届吕剧艺术
节将于9月22日至25日在广饶县举办。

本届吕剧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厅、省文联、省旅游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东
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弘扬民族文化、
振兴吕剧艺术”为主题，以“政府主导、全民
参与、文化惠民、服务群众”为原则，推出精
品剧目，发掘优秀人才，展示山东地方戏发展
成果，促进山东省戏曲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不
断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此次吕剧艺术节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开幕
式演出将邀请省吕剧院艺术家以及部分戏曲名
家举办吕剧经典曲目、优秀戏曲节目演出；名
家下基层活动将组织优秀戏曲表演艺术家赴基
层开展讲座和辅导活动，现场教授演出技艺，
培训地方庄户剧团；吕剧经典剧目展演将邀请
全省各地区优秀艺术团体、广饶及周边地区优
秀庄户剧团进行专场文艺演出；精品折子戏大
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决赛也将在广饶
县举行。

近年来，广饶县大力实施以吕剧创作为重
点的文艺精品工程，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

特色、蓬勃生命力和强大感染力的精品力作。
其中，吕剧《潮涌黄河口》、《孙武》、《乡
人俚曲》连续三届获得“泰山文艺奖”；大型
吕剧《三春柳》、《红柳滩》等优秀剧目先后
荣获省文艺“精品工程奖”。吕剧小品《随
礼》在第六届CCTV小品大赛中获优秀节目
奖；吕剧《马书记上任》被国家文化部推荐为
晋京慰问演出剧目，先后获得第四届“中国小
戏艺术节最佳推荐剧目”奖、全国第二届“中
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优秀剧目奖、观众最
喜爱的剧目奖等多项殊荣。小吕剧《英雄老倭
瓜》成功入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同时，广饶县坚持送戏下乡与下乡“种”
文化相结合，认真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工
程，广饶县吕剧团每年组织送戏下乡200余场
次，演出足迹遍及全省大部分地市，并多次到
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演出。

自2010年开始，广饶县、乡财政列支专项
资金，积极扶持农村庄户剧团发展，帮助配套
服装、道具等。目前，全县已组建业余庄户剧团
81个，每年巡回演出1000余场次，创造收益几百
万元。其中，花官镇梨园剧团被中宣部、文化部、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联合表彰为“全国
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李东乾 张永艳

跑八字、拜四门、鲤鱼跳龙门、乌龙盘
柱……在24名村民的舞动下，红绿两条长龙
时而上下翻滚，时而左右盘旋，盘、滚、
游、翻、跳各项动作一气呵成。每到节日期
间，利津县凤凰城街道的双李龙灯队都会为
当地群众送上一份色香味俱全的文艺大餐。

双李村的这支龙灯队，成立于清末民
初，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自成立以来，

双李龙灯队就没间断过表演，全村村民个个
都是舞龙的好手，随便抽出一组人就能成立
一支龙灯队，表演的花样也非常多，每年春
节期间演出30余场。

双李村的舞龙技艺多是父子相传。村民
李顺平今年已经75岁，他从8岁开始加入村里
的龙灯队，因个头不够高，脚下踩着板凳打
鼓，15岁开始舞龙。他父亲和祖父都是龙灯
队骨干，父亲是舞龙珠的高手。李顺平表
示，“龙珠并不是人人都能舞得了，要想舞
好龙珠要有武术基本功，并对整个表演套路
烂熟于胸，一条龙才能舞出气势。”

根据分工不同，龙灯队有的舞龙珠，有的
舞龙头，有的舞龙尾，有的负责敲锣打鼓，技
艺各不相同。而龙灯队持龙珠的就是总指挥，
能舞龙珠的人个个都能当舞龙教练。在父亲
的指导训练下，李顺平年轻时就成为舞龙珠
的好手。后来，他成了远近有名的舞龙教练，
四处传播舞龙技艺。这些年来，他教出的龙灯
队有20多支，人数最多的一支将近400人。

双李村龙灯队之所以能够延续上百年，
关键是有一帮热心人。像李顺平一样，他们都
是舞龙爱好者，有空就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
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人。

村民王树雷是现在双李村龙灯队的策划
和组织者之一。他17岁开始舞龙，现已经成为
一名舞龙教练，双高村的舞龙队就是他教出
来的，现在也成为了当地一支有名的舞龙队。
今年，他教出的舞龙队，跟他们村的舞龙队同
台献艺，一起参加了全县民间文艺汇演。

在王树雷的影响下，儿子王海明也喜欢
上了舞龙，父子俩经常一起上阵。表演之余，
父子俩总要切磋一番，王树雷总将自己掌握
的要领和经验传授给儿子。

在今年的龙灯队送灯表演中，有一个耍
龙珠的年轻小伙子步伐矫健，表现格外抢
眼。李顺平表示，这是他们新发掘培养的
“人才”李洋洋，刚20出头，年初排练时表
现积极，动作也非常到位，就让他试了试。
“经过一番训练，他很快熟悉了整个表演套
路。每次送龙灯，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年轻替
补队员，趁机多让他们多加练习。”

每年，这支龙灯队都要参加市县组织的
文艺汇演活动，并曾代表全市参加过省里举
办的文艺汇演活动。“龙灯队每年都有政府补
贴资金。”双李村支部书记李旭东说：“我们一
定要传承好舞龙技艺，这是我们村宝贵的精
神财富，也是我们的骄傲。”

□ 本报通讯员 马天河

演绎庄户文化———

村民看着亲切真实
枣庄市峄城区不断进行“办文化依靠人

民、办文化为了人民”的积极探索，在自发组
建的基础上，区镇两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庄户剧
团的扶持力度，截至目前，全区共成立庄户剧团
64家，2000余“民间艺人”唱火乡间。近日，笔者
走进峄城区乡村寻觅庄户剧团的足迹。

来到峨山镇后利增村时，文化大院的空场
上已经搭起了舞台和观众席，眼前是忙碌的庄
户剧团剧务们的身影。团员们正在忙梳妆，对
台词，一出庄户大戏即将开场。听说今天的演
出节目有鲁南打鼓、评书、唢呐，小品等等，
时长两个半小时。笔者坐不住了，这么一场大
戏演下来，需要多少节目支撑？

“在我们这里，大戏几乎天天演。”许多
村民说：“都是自编自演的身边事，家长里短
我们看着亲切真实。”镇宣传报道站干部李利
介绍：“节目根本不用愁，甚至多得演不了，
把最基层老百姓身边的人情世故用文艺的形式
表演出来，既保证了素材取之不尽，更便于宣
传引导。”

后利增村喜庆演出团负责人林粮站说：
“全镇目前活跃着6家庄户剧团，演员全部都
是村民，演出的剧本全都是村民自己采编的村
里事，有时还配合着党委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
编排新节目，忙时下田头，闲时到村口，演活
村里事，宣传好政策，庄户剧团自然演的就是
庄户文化，所以都是村民爱看的戏。”

目前，峄城区每个行政村都建起100平方
米以上的文化大院，区镇两级共投入乡镇综合
文化站建设资金500余万元，实现站网全覆盖，
全区64个庄户剧团轮流演出，每到一村直接到
该村文化广场搭台，村民看戏不用出村。峄城区
庄户剧团类型多、分布广、影响大，表演风格质
朴亲近、语言幽默风趣，乡土气息浓厚。

演绎品牌文化———

节目打造成“城市名片”
“石榴花开红似火，翠娥头上插一朵……”

在徐楼社区艺术团的演出中，融峄城经济特产
石榴与当地“冠世榴园·匡衡故里”的深厚文化
底蕴于一体的柳琴戏《石榴花开红似火》正在精
彩进行，台下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石榴花一样俊美的柳琴戏，是当地老百姓
精心创造培育的艺术之花。柳琴戏传唱二百多
年，倾倒了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千百万百姓，如
今它已成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隶属于坛山街道的徐楼社区艺术团，是枣
庄成立的第一个社区居民艺术团，柳琴戏正是
他们的拿手好戏之一。团长王延平自豪地说：
“徐楼社区近万人，居民中人才济济，艺术团
成员中年龄最大的73岁，年龄最小的7岁。别
看年龄差距拉得大，但上台就能演，开口就能
唱，峄县平词、柳琴戏、大鼓、琴书，有的是
绝活大戏，亮的是品牌文化。”

峄城区把鼓励扶持民办剧团等文艺团队发
展作为繁荣农村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万紫
千红的文化建设大幕里，庄户剧团不但有了一
席之地，而且向着精品化方向发展，群众文化
工作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近年来，各庄户剧团
加大挖掘、编排力度，不断推出节目精品，有
的节目已成为峄城的代表，实现了草根文化向
“城市名片”的华丽转身。

峄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宏祥对庄户剧团
的品牌节目如数家珍：“坛山街道立新街庄户
剧团的独杆轿节目，已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一年要演出数十场；阴平夕阳红剧团自

编自演的《喜看阴平新面貌》在全区庆祝建党
90周年广场文艺晚会上演唱表演；《女娲宫
词》首次在中国·峄城首届始祖女娲文化节上
表演；古邵大运河剧社搜集运河传说、俚语10
万多字，整理出运河大鼓、船工号子、鲁南鱼
鼓、拉魂腔、民间曲调、儿歌民谣等艺术表现
形式。三年来，峄城区庄户剧团已经累计演出
5000余场次，受益群众已达10万余人。”

演绎和谐文化———

看戏提升了村民素质
夜幕初垂中，笔者来到榴园镇朱村。舞蹈

《开门红》、快板《争灯》、柳琴戏《劝孝
由》、《老来难》正在文化广场上演，乡亲们
早已纷纷来到这里，静坐台下，尽兴地观看着
庄户剧团的演出。

“农闲时大家伙没去处，往往聚在一起打
牌、打麻将，喝酒闹事，自打有了庄户剧团，
有戏看了，而且讲的都是文明礼让的大道理，
谁也不吵不闹了。”村民周怀德说。

村党支部书记刘怀富接过了话茬：“我们
朱村也成立了自己的庄户剧团，现有固定团员
25人，狮子龙灯表演队56人，除了一年四季不
间断演出，每年还要举行一次大型的元宵晚会
和向区、镇两级政府狮子龙灯大拜年，这些活
动一搞起来，群众的觉悟明显高了，特别团
结，村里的工作比以前容易开展多了。”

“看戏的多了，谦让的多了，讲文明的多
了，村民素质明显提高。庄户剧团的古装戏
《小姑贤》、《王汉喜借年》等；现代戏《退
证》、小品《假医生》、杂技、快板等均多次
被市区电视台报道，为俺村真是争了不少光彩
呢。”刘怀富骄傲地说。

◆9月22日在广饶县揭幕 ◆邀请名家演出经典曲目和优秀戏曲 ◆举办精品折子戏大赛

我省首届吕剧艺术节精彩纷呈

峄城区庄户剧团在文化建设中不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朝精品化方向发展———

草根文化向“城市名片”华丽转身
◆峄城区每个村都建起100多平方

米的文化大院，全区64个庄户剧团轮流
演出，村民不用出村就能看上大戏。

◆庄户剧团不断推出节目精品，有
的节目已成为峄城的代表，实现了草根
文化向“城市名片”的华丽转身。

◆“看戏的多了，谦让的多了，讲
文明的多了，村民素质明显提高，村里
的工作比以前容易开展多了。”

徐楼社区艺术团排练京东大鼓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韩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文化部公布命名第四

批共4家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第五批共
69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我省台儿庄古城
文化产业园被评为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
山东金宝集团有限公司、东平水浒旅游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诸城中国龙城旅游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等被评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入选数
量处全国领先地位。

近年来，我省注重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
的示范、典型效益，通过园区基地建设积极推
动全省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我省
共拥有1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家国家
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12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3家国家级动漫基地，5家省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104家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年
主营业务收入达260多亿元。

据介绍，台儿庄古城文化产业园入选国家
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的主要依据，是其在促进
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保护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
献，在创新文化体制机制，探索文化产业发展
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试验，具有较好
地典型性和成长性。此外，山东金宝集团有限
公司、东平水浒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诸城
中国龙城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借助国家
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体制改革大环境，善于深
挖、用好当地文化资源，把文化元素融入企业
经营和市场化运作，增强企业文化特色和文化
内涵，具有较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新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试验）园区基地评出

我省1园区3基地入选

日照首届文博会

添彩文化年

章丘桥子村

自办村级“秋晚”

▲日前，博兴县在全县范围内启动“文化惠
民工程”，由政府财政出资300余万元购买电脑、
液晶电视、音响、数码相机等设备，分批次首先
向全县第一批100个村进行统一配送发放。图为
农家妇女正在调试配送到村的音响设备。

□通讯员 陈 彬 报道

◆全村个个都是舞龙好手 ◆成立100多年来没间断过表演

双李村有支“百岁”龙灯队

9月8日，在阳信县梨园广场，一位
小朋友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塑”的一
作品上的糖葫芦当成真的了，伸手去拿。
(如图)

当日，阳信县举办第十八届中小学艺
术节优秀作品展，泥塑、剪纸、手工制作
以及纸浆画、水彩、素描、书法等书画作
品吸引了众多行人驻足欣赏。

□通讯员 林世军 报道

▲村民练习“双龙戏珠”。

□麻杰 高波 良瑞 报道
本报沂南讯 “俺村也有了‘星光大道’，每

晚都有表演，就在家门口，人人可以秀秀自己，很
热闹，很开心。”沂南县砖埠镇阳岚村的王忠美老
大娘近日逢人就高兴地说，农村文化广场活动把大
家凝聚起来，快乐了大家，使劳动一天的疲劳得到
了“文化的滋养”。

近年来，沂南构筑起覆盖县、乡镇、村三级的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文化设施从“有”到
“好”：目前全县已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16处，村
文化大院460处，农家书屋450处，农村文化广场68
处。文化传播从“送”到“种”：该县开展了乡土
文化能人强筋壮骨工程，从基层群众中发掘各类
“民间艺人”，培养文艺骨干，组建文艺团队，先
后组建了72个各类文艺团队。文化活动从“单”到
“多”：该县先后开展了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
区文化、廉政文化、节庆文化等多种文化表演，举
办各种文艺演出和展示活动，并组织数字电影放映
队入村巡回放映，使每年放映场次达6000场以上。

沂南为群众打造

文艺“星光大道”

□宋宜广 孟德广 刘新豹 报道
本报齐河讯 “劳累了一天，晚上能够欣赏到

这么精彩的节目，觉得放松多了！”近日，在县文
化中心广场表演现场，齐河县晏城街道办事处东宋
村村民张丽说。这项文化娱乐活动是该县正在开展
的“百场文化”下乡活动之一。

为给农村群众提供更丰富的“文化大餐”，齐
河县文广新局、文化馆开展了“百场文化”下乡活
动，并为相关乡镇、社区（村）演出提供所用灯
光、乐器、音像等设备。县文化工作者、山东艺术
学院学生、民间艺人组成“傍晚”演出队，傍晚时
段下乡入村，为群众送上相声、小品、美声、独奏、戏
曲、魔术等多种形式的文艺演出。目前，该县共举办
文化下乡晚会20余场，2万名群众观看。

齐河“傍晚”演出队

熏陶2万人

▲歌曲、舞蹈、京剧、三句半等轮番上场，滑稽的
表演、逗乐的语言，男女老少看得都津津有味。近日，
来自临邑县邢侗街道马天佑村的文艺表演队，在明
德文化广场上演了一台精彩大戏，吸引了近200余群
众观看。据了解，该县农村活跃着150余庄户剧团，每
到农闲时节或重大节庆日都自发进行表演。

□高德刚 乔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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