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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李卫国

“这戏演得真好，俺们以前看过柳子戏，
唱得真是好听。”11月27日下午，在柳子戏
《鱼篮记》演出现场，吕大娘边看戏边说。

这几天，可把济南市高新区孙村办事处周
边的百姓乐坏了。从11月26日至30日，省柳子
剧团“喜庆十八大 相约十艺节”柳子戏文化
下乡演出活动在这儿举行，每天下午和晚上各
演一场，让附近的村民们过足了戏瘾。

“十五六年没看过专业演出”

11月27日下午，记者跟随院团来到孙村，
只见在路口临时搭建的戏台上，省柳子剧团正
在演出柳子戏《鱼篮记》。戏台前的一大块空
地上挤满了来看戏的四里八村的村民，有的坐
着自带的小马扎，有的倚着自己骑来的三轮
车、电动车、自行车，还有的干脆站着。

“俺们这里，十五六年没有来过专业剧团
演出了，过年过节就是自己村子里的庄户剧团
来演，专业演员的做工、唱腔就是不一样
啊。”

今年68岁的王继祥就住在附近的西屯村，
他一连两天看了柳子戏《墙头记》、《选民老
冤蛋》、《鱼篮记》等多出剧目，“以前在电
视上也看过专业演出，但没有看过演员现场表
演的表情啊。”王继祥边看边夸赞说。

省柳子剧团团长岳维山表示，从现在起到
明年春节，全省范围内开展“喜庆十八大 相
约十艺节”全省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活动，
“我们剧团精心遴选出了一批主题突出、群众
新闻乐见的精彩剧目，既有柳子戏传统剧目
《鱼篮记》、《红罗记》，也有新编剧目《选
民老冤蛋》和移植剧《墙头记》、《恩仇记》
等，为基层群众奉献精彩的柳子大戏。”

“演一场就有一场的提高”

这次送戏下乡，省柳子剧团一批青年演员
挑起了大梁，在全省中青年演员大赛中夺得金
奖的尹春媛、刘海霞、侯苗苗等都担当起了主
角。

“除了今天的《鱼篮记》，这次下乡演出
我每天都有戏。”刚刚走下舞台的尹春媛表
示，我们每年都有下乡演出任务，“演一场就
有一场的提高，多演戏与少演肯定不一样。一
出戏演多了，在舞蹈上容易找到感觉，在细节
上也容易找到‘点’。”

今年7月底汇报演出后，《鱼篮记》的演

出已经达到30场，但大都是在剧场里演出。
“剧场与下乡演出的氛围不一样。”尹春媛
说，“在剧场里根本看不到观众的反应，下乡
演出能直接看到观众拍手，距离观众更近一
些，容易跟观众产生共鸣。”

近年来，省柳子剧团的青年演员不仅演出
了《包公错断颜查散》等传统剧目，还排演了
南宋戏文《张协状元》、元杂剧《画梦诗
魂》、北曲《孤山梦》，移植了昆曲《一片桃
花红》。刘海霞表示，“下乡演出能让我们在
大戏中练手，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在演出现场，路边的门头房成了演员们的
简易化装间，这也是他们晚上吃盒饭的地方，
岳维山也忙着跟剧团人员商量在大巴车装空调

的事儿，“如果装上空调的话，今后冬夏下乡
演出都没多大问题，我们也能更好地坚持送戏
下乡。”

演出中打磨提升十艺节剧目

在全省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热潮之际，我省文化战线开展了“喜庆十八大
相约十艺节”全省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活动，
精心遴选经典保留剧目、新创作生产的优秀舞
台剧目尤其是备战十艺节的重点剧目，大力开
展巡回演出活动。

岳维山表示，“为了冲击十艺节，我们将
柳子戏优秀传统剧目《鱼篮记》进行二度创
作，改编成了柳子戏大型神话故事剧《鱼篮
记》。这次的展演活动再次提供了机会，我们
将进一步对《鱼篮记》进行打磨和提升，力争
入选我省第三轮冲击十艺节重点剧目。”

据了解，在这次展演巡演中，省柳子剧团
还将结合我省“为农村(社区)免费送戏10000
场”、“一村一年一场戏”等文化惠民工程，广
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冬季演出活动，送戏到基层
社区、农村，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下乡演出的同时，《鱼篮记》还将固
定于每周末在省城东柳戏院和周边社区演
出。”岳维山表示，“如果最终能够入选我省
冲击十艺节的重点剧目，我们还将邀请全国知
名团队设计制作全新演出服装，把这部戏真正
打造成艺术精品。”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薄克国

挖掘地方特色，弘扬民族风格。11月26日
晚，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舞蹈门类作
品复赛圆满落幕，来自全国35个省市和单位的
112个舞蹈作品在青岛大剧院炫彩亮相，上演
多姿多彩的“舞林大会”，展现了群众文化的
风采和魅力。

据介绍，今年“群星奖”正式实行“分门
类、分年度”的评奖机制，使“群星奖”从单
一的评奖活动变成推动各地群众文化活动蓬勃
开展的持续性、常态化工作机制，从而更好地
发挥出政府奖的导向性、示范性和带动性作
用。

“这些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带有浓
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呈现出鲜明的民族
风情及地域特色，为青岛市民带来一场场多姿
多彩的视觉盛宴。”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副司长
周广莲说。

群众文化，比的是“创意”

在11月23日晚首场比赛中，来自广东省的
《渔舟唱“惋”》让人眼前一亮。这个舞蹈由
顺德区容桂街道办宣传文体办公室和胡锦超职
校艺术团共同演绎，主题是表现顺德水乡风
情，而一个“惋”字点明环境污染警醒世人环
保的重要性。

“刚开始，我们就是想通过渔网、鱼篓等
工具，集中展示顺德地区渔民的生活，体现渔

民出海捕鱼的生活状态。”但是在购买渔具的
时候，“现在很少有人买渔网了”的一句话，
让编导江业群感慨万千，也有了创作舞蹈的新
点子。

江业群表示，“现在江河湖海中的鱼在减
少，都是自己在养殖，我们舞蹈的题材也就从
单纯的渔民展示走向环保的大命题。‘惋’字
就是淡淡的惋惜之情，没有大悲大切，重点在
于让观众进行思考，代表顺德人对环境、对自
然的关注。”

“群星奖作品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创
意。”对于群星奖，江业群有自己的见解，
“群众舞蹈不像专业舞蹈艺术那样，演员在技
术上达不到的，编导要使之丰富起来，这样才
能真正打动观众的心，这样群众文化才算是真
正成功了。”

11月26日，来自青岛群艺馆的16个青春女
孩，伴着乡土风情浓郁的青岛胶州小调，扭动
起既让人感觉熟悉又有些新奇的《田野上的嫚
儿》。编导孙晓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群众
文艺创作不可能像专业舞蹈演员那样，一举手
一抬足都是过硬的“标准范儿”，因此我们比
的是创意，是凝聚民间艺术创作智慧的“新、
奇、特”。

舞蹈较技，拼的是“刻苦”

《手舞四季》是16位女孩用手舞出的心灵
之舞。春天里，轻轻抖动的手指是破土而出的
嫩芽；“夏之月夜”，一朵朵莲花绽放在一汪
碧水之间；“秋”里，一排排手掌渐次展开像

是层林尽染的山峦……姑娘们通过手语，描绘
着四季景色变化。

“此前《手舞四季》受邀参加《我要上春
晚》栏目录制，担任评审的邓亚萍、成龙、任
贤齐、宁静等都深受感动。”郑州市群艺馆创
研室主任赵力民表示，“特别是邓亚萍看完后
很激动，称赞‘你们的表演是完美无缺的，在
你们身上我看到一种力量’。”

这些演员都是来自中州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的聋哑女孩，在4位手语老师的指挥下完成了
舞蹈。“无论哪一种语言都比不上‘手语’这
样的直接而真实。我们可以滔滔不绝地用语言
表达我们心中所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用手
语，舞出无声世界里那丰富多彩的感受呢？”

“十根手指灵巧地舞动，是一种独有的心
灵的舞蹈。”赵力民说，“这些姑娘学习的专
业有绘画、设计等，但没有一位是专业舞蹈演
员，一个10秒的动作就需要10天甚至1个月的
时间来练习，排练场地其实就是教学楼的一个
稍微大一些的过道。”

而由烟台市群艺馆带来的群舞《舒心的日
子扭着过》，同样是由一群非专业、没有舞蹈
基本功的演员完成的。“对于她们，必须有足
够的耐心，从零开始，逐个动作来教。”舞蹈
队伍中年龄最大的62岁，最小的51岁，领队兼
舞蹈编导张荫松却始终按对待专业演员的手法
来严格要求。“她们都经历了千万次、异常艰
辛的练习。”

舞林大会，看的都是“生活”

舞蹈门类历来是“群星奖”评奖活动中异
彩纷呈、佳作频出的重要艺术门类，产生过许
多久演不衰的群众文艺经典作品。但无一例外
的，这些作品都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
征，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情及地域特色。

11月24日下午，舞蹈《海英和她的妈妈
们》甫一亮相，便因其感人故事引起现场观众
的阵阵喝彩。“舞蹈创作取材于获得‘中华孝
老爱亲’提名奖的农家妇女赵海英的生活原
型。她30年来先后赡养54位老人，为16位老人
养老送终。”山西省潞城市文化馆馆长曹光涛
介绍说。

《海英和她的妈妈们》中，艺术夸张的舞
蹈语言，把赵海英对孤寡老人像妈妈一样的关
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作品来自群众真实的体
验，我们是以舞蹈表演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来关
爱老年人。”曹光涛说，“这样生活气息浓郁
的舞蹈，才更适合‘群星奖’。”

据了解，该舞蹈的演职人员，大多是从文
化馆中老年舞蹈学员中选出来的。曹光涛表
示，“我们的演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的因
为身体无法承受大量的舞蹈训练而遗憾退出了
节目，但大家在跳的过程中都被人物感动了，
一下台更是哭得一塌糊涂。”

从事群众文艺创作40年的张荫松已近花甲
之年，也是此次参赛代表队中最年长的领队。
此前，他的作品曾多次夺得群星奖。“群众文
艺创作更应该‘接地气’，体现基层老百姓的
生活原貌，同时又能够展现各地群众喜闻乐见
的不同的艺术形象。”张荫松说。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将于2013年10月在山东举
办。为举办一届“更具特色、更加成功”的中国艺
术节，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从即日起向
社会公开征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宣传口号、宣传
画。有关事宜如下：

一、征集对象

个人、团体或单位均可应征投稿。

二、征集作品要求

(一)宣传口号
1、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点；
2、体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宗

旨，展现山东人民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
3、言简意赅、便于记忆、朗朗上口，具有独

创性。
(二)宣传画
1、体现中国艺术节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和艺术特点；
2、体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宗

旨，展现山东人民热情好客的精神风貌；
3、创意及构图新颖独特、内涵丰富、色彩明

快、引人注目，具有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字或形象
元素；

4、宣传画为一套6幅，单幅印刷规格为60cm×
90cm，竖式构图。须具备主标题“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十艺节标志、吉祥物等基本设计元素。6
幅作品内应有一幅以标志为主画面，一幅以吉祥物
为主画面(十艺节标志、吉祥物标准图样请从十艺
节官方网站http://www. 10yijie.cn下载)；

5、作品必须是原创，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
表，不得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并提供应征者签署
的著作权确认书 (请从十艺节官方网站h t t p : / /
www. 10yijie.cn下载)。

三、提交方式

1、宣传口号：邮寄或者电子邮件均可，邮件
(函件 )标题为“ (作者姓名 )十艺节宣传口号作
品”，请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详细通讯地址、联
系方式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2、宣传画：A4幅面彩色样稿，一式两份；电
子版作品制作成光盘，标题为“(作者姓名)十艺节
宣传画作品”，文件格式和精度要求满足60cm×
90cm印刷需要，并附带简要《设计说明》，阐述
设计思路、基本理念和表现意图，标明所用软件名
称、版本号和文件名。

请在函件上注明“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宣传画作
品征集”字样，并附带详细个人(单位、团队)简
介、通讯地址、联络方式、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本
人签署的著作权确认书。

四、截稿日期

2013年1月20日(以收到邮戳时间为准)。

五、评选方式

本次活动由国内专家组成评委会对作品进行评
选。

评选结果将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官方网站及相
关媒体公布。

六、奖励办法

入围或入选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具体数额为：
(一)宣传口号
1 .入围作品十件，每件作品获奖金1000元；
2 .入选作品获奖金5000元。
(二)宣传画
1、入围作品30幅(5套)，每幅获奖金1000元；
2、入选作品6幅(1套)，每幅获奖金5000元。
请获奖者按照国家规定自行纳税。

七、注意事项

1、作品入围后，作者为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
东省筹委会提供高精度Tif文件、延展设计图例。

2、所有应征作品均不退稿，请应征者自留底
稿。

3、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公布评
选结果之前，作者本人不得自行发布或者发表参评
作品。

4、应征者参与本征集活动产生的一切费用自
理。

5、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有权对入
选作品进行修改和系列化的视觉规范。

6、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对本次征
集活动具有最终解释权。

八、投稿地址

地址：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新闻宣
传部(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6787号翰林大酒店319房
间)

邮政编码：250014
联系人：张晖 赵天宇
邮箱：syjxwxcb@163 .com
联系电话：0531-81695994 0531-81695982(传真)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山东省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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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口号宣传画

征集启事

群众文艺比创意，更要“接地气”

■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相约十艺节

《鱼篮记》，悠扬柳子飘进社区
编者按 从现在开始到2013年春节前后，

我省文化战线将在全省范围广泛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相约十艺节”主题
系列文化活动，《大众文化》也将开设专
栏，充分反映文化战线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的新思路，报道文艺工作者接地
气、转作风、出精品的新举措。本期刊发的
是带十艺节剧目《鱼篮记》走进基层社区演
出的省柳子剧团。

□记者 邵方超 通讯员 蓝俊红 报道
本报海阳讯 近日，海阳市中龙影视文化产业

园项目在海阳市丁字湾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开
工建设。据悉，该项目是响应中央关于在十二五期
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号召的一个规划超前、档次超
前的大型文化旅游产业项目。

中龙影视文化产业园总投资500亿元，主要建
设一个集影视拍摄、影视制作、旅游度假、文化博
览、影视学校、养老康复为一体的世界著名的文化
产业新区，计划10年内建成。其中的秦汉宫殿群、
唐宋宫殿群、明清宫殿群、德国一条街、美国西部
风情小镇、影视硅谷、葡萄酒庄、世界嘉年华等景区，
既是影视拍摄基地，又是旅游景点，全部建成后将在
这片滩涂上崛起一座15万—20万人的海上新城。

海阳500亿打造

影视文化产业园

◆今年“群星奖”正式
实行“分门类、分年度”的评
奖机制，使其从单一的评奖
活动变成推动各地群众文
化 活 动 蓬 勃 开 展 的 持 续
性、常态化工作机制。

◆十艺节“群星奖”
舞蹈门类作品复赛生活气
息浓郁，体现了基层老百
姓 的 生 活 原 貌 ， 比 的 是
“创意”，拼的看的都是
“生活”。

省柳子剧团下乡演出

□通讯员 相子瑞 蔡连国 报道
本报平原讯 在今年首届全国酒器文化

节暨第十届中外酒器文化交流拍卖大会上，
山东安华瓷业有限公司一款“芝麻开花节节
高”的陶瓷酒瓶拍卖出了3000元的“天价”。

安华瓷业公司是平原县一家专门生产陶
瓷酒瓶的传统企业。以前，公司卖产品，以
“量”求效益，每年可为全国20多个省市知
名酿酒企业提供各类酒瓶2600万件，成为全
国规模最大的陶瓷酒瓶生产企业。如今，企
业靠卖“文化”赚得盆满钵溢，先后研发出
新概念酒瓶、功能酒瓶、安华彩、玉质酒瓶
等5大系列400多个品种，先后获4项国家发明
专利，成为全国第一家“陶瓷酒瓶生产研发

基地”，产品出口美、日、韩等国家，被多
国收藏爱好者收藏，今年前8个月已实现产
值2亿元。

从只能作为盛酒的器皿到登上大雅之堂
的观赏品，安华瓷业靠经营文化实现了华丽
转身。除该企业外，平原县有50多家企业从
单纯卖产品转为卖“文化”，成为文化产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年产值13 . 2亿元。

据悉，平原县企业变单纯地生产普通产
品为工艺产品，提高产品‘文化’附加值，
得益于该县建立健全了企业投资、社会投
入、财政支持的文化建设投入机制，出台了
金融优先支持、免费人才培训等扶持政策，
鼓励企业聘请文化产品设计专家搞研发、引

进先进技术工艺，通过“经营文化”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

县里的绢花加工业在当地有着30多年的
历史，以前只能作为手工业贴补家用。近年
来，随着国家对文化产业扶持力度的逐年加
大，县里积极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绢花龙头
企业成立协会，共同研发绢花工艺品，赚取
“文化钱”。汇丰工艺品公司引进台湾新技
术，研发了保鲜干燥绢花系列品种，200多种
原生态装饰花全部出口美国。目前，该县有
特色保鲜干燥绢花龙头企业15家，带动加工
散户150多家，从业人员1 . 2万人，80%的绢花
产品出口欧美、中东地区的十几个国家，仅
此一项年产值便高达1亿元。

一个小酒瓶拍卖出3000元
平原县50多家企业从单纯卖产品转为卖“文化”，年产值13 . 2亿元

▲广州市萝岗区文化与博物馆选送的当代舞《星期天》在表演。 ▲福建省惠安县文化馆选送的女子群舞《姑嫂绣》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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