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第72期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热线电话：（0531）8519３６０４ Email：x i ke777@126 . com

◆

图
品
文
化

6月23日，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彝族
漆器艺人在绘图案。2008
年，“彝族漆器髹饰技艺”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彝族漆器既是
生活用品又是工艺品。

□新华社发

漆器：千年奇葩

近日，在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文物考古发掘工作中，
考古人员在河南漯河市临颍
县固厢乡发现一处战国至西
汉时期的大型墓葬群，所有
墓葬均保存完整。

□新华社发

南水北调中线

发现大型古墓群
6月24日晚，由残障孩

子参演的公益话剧《愿望
树》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免
费公演。该话剧反映了残
障孩子们的快乐生活以及
特教工作者的职业坚守。

□新华社发

“折翼天使”

绽放话剧舞台
6月25日晚，香港广

西社团总会在香港举行
庆祝香港回归十六载广
西文化艺术献风采文艺
晚会。演员们为观众奉
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新华社发

庆祝香港回归

十六载晚会举行

□ 王红军

100天后，十艺节踏歌而来。
带着一路的歌声，中国艺术节来到了齐鲁大

地。一路上，全国京剧折子戏展演、全国话剧展
演、民间乐种组合展演、全国舞蹈比赛……一场
场全国专业艺术评比展演的“歌声”不断，舞台的
主角属于艺术家们，更属于每个普通群众。这是
一次艺术的盛会，也是人民的节日。

文华奖剧目、群星奖节目、全国优秀美术作品
的获奖名单虽尚待揭晓，但十艺节音乐、舞蹈、话
剧、曲艺等专业单项比赛的全面展开，已让浓郁的
文化气息扑面而至。如果说全国顶尖的艺术团队是

锦上添花的话，那么渗透到全省17市各演出场所、
文化广场甚至社区中心的群众文艺演出，则让十艺
节变成文化惠民盛会的目标更加名符其实。

从专业演员到普通群众，从社区居民到城市打
工者……正在参加十艺节单项赛事的文艺工作者、
文艺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丰富的群众性演
出、广泛深入的艺术交流、精心打造的盛大剧目，将

“人民的节日”的主题阐释得淋漓尽致。
其实，这一节日从十艺节承办之初就已开

始。“阳春白雪”的专业艺术下基层，“下里巴人”
的群众文艺进殿堂，一场场演出如花潮般迭起，
将芳香四溢的艺术节带入佳境。齐鲁儿女在亲身
感受艺术魅力的同时，也切身体会到“文化惠民”

带来的实在意义。
去年底，十艺节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折子

戏展演，省京剧院青年演员陈琛夺得优秀表演
奖，也征服了聊城的京剧观众。当地一位票友一
路“追到”济南，并在陈琛家中住了下来，学习老
旦艺术，交流舞台经验。

十艺节的最大亮点，就是吸引群众广泛参
与，群众成了真正的主角，是表演者，也是观赏
者。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公务员、基层文化馆

（站）工作人员、退休人员，正用文化创造崭新的
生活，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55个公共图书
馆，乡镇文化站几近于零。但是今天呢？仅以山东

省为例，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已经达到了151个，乡
镇综合文化站有1300个，村文化大院达到5 . 9万
处，群众文化活动更是风生水起。

想跳就跳、想唱就唱，老百姓成为文化活动
的主角，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尤其是筹办十艺节以来，我省各类文艺演出近万
场，广场演出5万多场，这种声势和场面构成了壮
观的文化风景，折射出我省广大城乡群众文化百
舸争流的蓬勃生机。

十艺节群星璀璨，激情飞扬，正是普通百姓
享受文化发展成果、焕发巨大文化热情的时代印
证。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一场盛大的惠民
party，畅享艺术的无穷魅力。

■十艺节·艺闻快评

十艺节，踏歌而来
——— 写在十艺节倒计时100天之际

1、歌舞剧《我们准备好了》 表演：山
东艺术学院戏剧学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文华奖参赛重点推荐剧目集锦(一)
山东梆子《两狼山上》主演：杨圣军等
京剧《重瞳项羽》 主演：陈长庆

刘珊珊
京剧《瑞蚨祥》 主演：刘建杰 张国辉
3、歌舞《新绣荷包》 演唱：山东省艺

术馆群星艺术团 伴舞：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4、文华奖参赛重点推荐剧目集锦(二)
山东梆子《古城女人》 主演：祝凤晨

李健 卞凤玲
柳琴戏《沂蒙情》 主演：刘莉莉
舞剧《红高粱》 主演：肖雪峰等
5、歌曲《跨越》 演唱：山东能源集团

合唱团
6、文华奖参赛重点推荐剧目集锦(三)
杂技《聊斋遗梦》 演出：山东省杂技团

山东省杂技演艺有限公司
五音戏《云翠仙》 主演：吕凤琴

朱雷声
7、歌舞《汶水赞歌》 演唱：山东能源

集团 李鑫淼 伴舞：山东省青年政治学院
8、文华奖参赛重点推荐剧目集锦(四)
山东梆子《圣水河的月亮》 主演：

李新花 寇德林等
莱芜梆子《儿行千里》 主演：李桂英

李长生
9、舞蹈《闯关东》 演出：山东省滕州

市文化馆
10、相声《大喇叭》 演员：于明波

孙程刚
11、山东琴书《亲家亲》 表演：姚忠贤

杨珀 王晓良 傅丰仪
12、文华奖参赛重点推荐剧目集锦(五)
方言话剧《泉城人家》 主演：赵荣娜

李洋等
吕剧《李二嫂的新故事》 主演：史萍

刘兴金 薛桐尧
吕剧《百姓书记》 主演：文宗哲

黄继森 王淑芝
13、歌舞《咱老百姓》 演唱：贾崇珍
14、文华奖参赛重点推荐剧目集锦(六)
话剧《严复》 主演：张林等
话剧《向前 向前》演出：青岛市话剧院
15、音乐快板《凯歌奏响十艺节》
16、歌舞《美丽中国梦》演唱：曹芙嘉

十艺节倒计时100天

文艺演出节目单
（以当日演出为准）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6月27日讯 6月28日晚，在十艺

节倒计时100天暨建党92周年之际，“山东能源
之夜”我们准备好了———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倒
计时100天文艺演出将在山东剧院举行，充分展
示我省备战十艺节的有关情况，以饱满的热情
发出倒计时100天动员令：“我们准备好了”。

据介绍，此次参演节目以我省推荐参赛
文华奖、群星奖剧(节)目为主。其中，吕剧《百
姓书记》、京剧《瑞蚨祥》、话剧《严复》、方言话
剧《泉城人家》、杂技剧《聊斋遗梦》、京剧《重瞳项
羽》、山东梆子《两狼山上》、山东梆子《古城女
人》、柳琴戏《沂蒙山的女人》、舞剧《红高粱》、五
音戏《云翠仙》、山东梆子《圣水河的月亮》、莱芜
梆子《儿行千里》、吕剧《李二嫂的新故事》、话剧

《向前 向前》等15台十艺节山东省重点推荐剧目
的精彩选段将集中亮相。此外，女声表演唱《新绣
荷包》、山东琴书《亲家亲》、相声《大喇叭》、舞蹈

《闯关东》等我省部分群星奖参赛作品将经过精
心加工编排后集中亮相。而除了专业演员外，来
自菏泽市郓城县的农民歌手贾崇珍将倾情献唱
一首《咱老百姓》，展现我省基层群众对十艺节的
参与热情，唱出山东老百姓对十艺节的美好祝愿
和期待。

演出现场，十艺节省筹委会将推出十艺节
主题歌《美丽中国梦》，力图通过这部作品反
映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孕育中国
梦，坚守中国梦，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辉煌历程，表达中华儿女对中国繁荣富强的
美好期盼。

十艺节·动态

我省15台精品剧目亮相

十艺节，

我们准备好了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王红军

6月28日，十艺节迎来倒计时100天。100天后，
一场文化艺术盛会就将在齐鲁大地上演。“好客
山东”正张开双臂，期待各方佳宾共享快乐，并领
略“文化山东”、“艺术山东”的精彩。

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
室主任徐向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十艺
节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为举办一届“更具特
色、更加成功”的艺术盛会作好了准备。

精彩纷呈满眼新

记者(以下简称记)：目前，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越来越成为人们关心关注的热门话题。请您谈一
谈十艺节筹办整体工作进展情况。

徐向红(以下简称徐)：我省成功申办第十届
中国艺术节后，省委、省政府对十艺节筹备工作
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强力抓
手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机遇，提出

“举全省之力、集全民之智”，努力办一届“更具特
色、更加成功”的全国性文化艺术盛会。文化部对
筹办工作也给予有力的指导支持。

自筹备工作开展以来，各项工作有序有效推
进，重点场馆建设进入验收阶段，艺术精品打造取
得重要成果，新闻宣传和市场开发富有成效，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重点活动策划组织有
序开展，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扎实推进。通过筹备十
艺节，对全面提升全省文化建设水平，增强全社会
的文化自觉，促进转方式调结构，都产生了有力的
推动作用，为文化强省建设增添了强大动力。

记：十艺节是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扎实推进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的新形势下举
办的一次国家级文化艺术盛会。筹办十艺节对山

东建设文化强省会起到什么样推动作用？
徐：省委、省政府把“办好艺术盛会、建设文

化强省”确立为十艺节的办节主题。通过筹办十
艺节，推动文化强省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在十艺节的带动下，艺术精品创作成果丰硕。
通过大力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艺节重点剧目
创作工程、社会文化艺术创作工程和重点美术创作
工程，全省累计投入专项资金2 . 8亿元，创作打造了
一大批舞台艺术、群众文化和美术精品。

重点场馆建设掀起高潮。全省准备52个演出
场馆，新建13个，改造26个，投入资金总额80多亿
元，重大场馆建设大步向前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速。全省在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已经投入和计划投入资金
总额达177亿元，硬件建设水平迅速提升，五级公
共文化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

文化人才队伍素质全面提高。把举办十艺节
的过程作为培养锻炼文化艺术人才队伍的过程，
加大对各类文化人才的培养培训力度，一批优秀
青年人才快速成长。

文化惠民到家门

记：当前中央正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十艺节筹备工作又是如何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

徐：我们坚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贯穿十
艺节筹备工作的全过程。根据中央关于改进作风
的要求，十艺节山东省筹委会研究制定了《关于
改进作风办好十艺节的实施意见》公布实施。

努力实现文化惠民。把文化惠民作为筹节办
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创作出一批《百姓书记》、《泉城人家》等具
有鲜明时代特征、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

充分利用备战十艺节创作的作品，举办7000余场
多种形式的“喜迎十艺节”展演展览活动，使老百
姓率先享受十艺节艺术创作成果。通过在各市举
办7个全国性专业艺术单项比赛和“群星奖”作品
复赛，真正让老百姓欣赏到全国最高水平的艺术
作品。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惠民实事
融入十艺节筹备工作之中，使十艺节的筹备过程
成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筹备工
作开展以来，全省新建、改建市级图书馆、文化馆
16个，县级图书馆、文化馆6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功能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文化大院达到5 . 9万多
个，覆盖率达85%。

强化务实作风。对十艺节进行“瘦身”。坚持
从客观实际出发，对十艺节的主要内容和项目进
行重新设计和简化，力求身瘦而形美。无论专业
舞台艺术创作，还是社会文艺创作和美术创作，
都坚持回归艺术本体，不拼投入，不拼场面，不搞
豪华制作，着力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表现力、
感染力。简化开幕式举办方式。本届艺术节开幕
式取消了大型文艺演出，以简短的仪式和一台最
好的剧目替代综艺演出，实现了开幕式的简约转
型。场馆建设注重经济实用。对十艺节演出比赛
场馆，鼓励共同建设和资源共享，不搞过度装修
装饰，不搞形象工程。同时注重长远规划，力求把
场馆新建改造与院团改革发展、演艺院线和剧院
联盟建设结合起来，做到建管用有机统一。认真
研究场馆节后利用问题，着力提高使用效益。求
真务实提高工作效率，各部室挂图作战，系统推
进，各项工作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坚持勤俭廉洁办节。在十艺节各项筹办工作
中，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讲成本、讲效益。
通过严格预算和资金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重点场馆建设改造实行代
建制等措施，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力求

把钱用在刀刃上，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融合发展巧借力

记：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是一个大趋势，我
省又正在着力推动服务业大发展，请问筹办十艺
节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徐：我们坚持把筹备十艺节作为推动转方式
调结构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文化建设进入集中投入期。各地借助筹备十
艺节机遇，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大幅增加，全省用
于文化设施的投入总额达260多亿元。

文化产业发展加快。抓好十艺节演交会筹备
工作，精心打造演艺精品推介平台。组织征集
2013年度全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确定重点项目
230个，总投资1650 . 4亿元。积极推进“曲阜文化经
济特区”规划建设，启动《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编制等重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
划，加快打造区域文化建设高地。组织开展文化
项目推介活动，征集文化产业、公益文化项目等
395个，总投资额近692亿元，总融资额297多亿元，
通过多种平台进行宣传推介，有35个项目达成合
作意向，投资额达142亿元。

文化对现代服务业、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更加凸显。除十艺节期间举办的各项活动外，十
艺节举办之前，我省还负责承办7个全国性专业
艺术单项评比展演、“群星奖”4个门类的全国复
赛等重要展演比赛，仅参加这些活动的全国演职
人员就达2万人左右，促进了举办城市旅游业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今
年4月至12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看精彩十艺、
游好客山东”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各地纷纷推出
特色文化旅游项目，掀起了文化旅游热潮。

■十艺节·重磅

举办“更具特色、更加成功”的艺术盛会
——— 专访十艺节省筹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徐向红

1、活动名称：十艺节·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
主办单位：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主

办，文化部艺术司、山东省文化厅、临沂市人民
政府、日照市人民政府承办

日程安排：6月29日至7月4日在临沂、日
照举办。其中临沂会场比赛5场，并于6月29日下
午2：30举办开场仪式；日照会场比赛4场，并于
7月4日晚上7：30举办颁奖晚会。

2、活动名称：“喜迎十艺节·全民共欢乐”
全国群众文化优秀节目展演

主办单位：十艺节济南市筹委会、济南市
委宣传部、济南市文广新局

日程安排：7月5日、6日、7日在天桥区举
办。

■十艺节·下周精彩提前看

6月24日，济南市天桥区明湖小学的学生
正在展示自己制作的鳄鱼卡通泥塑。明湖小学鼓
励引导学生将现代时尚元素大胆融入陶艺泥塑等
传统手工艺，喜羊羊灰太狼和各种卡通怪兽形象
都被学生用传统手工艺技法塑造出来，激发了学
生对传统手工艺的学习兴趣。

□记者 卢鹏 报道

“卡通泥塑”激发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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