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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孔令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动感的音乐、靓丽的服装、高挑

的模特踏着节奏迈动猫步……这些T台时装秀的场
景，正在济南市甸柳新村一区社区活动中心上演。
记者看到，十几位社区模特队的成员正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认真排练。

眼前的这些模特们，面带微笑、身材高挑、穿
着靓丽，若不是花白的头发提醒，人们很难看出她
们大都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而在另一边，同样
是退休老人组成的舞蹈队，正排练歌舞《欢天喜
地》，动作编排、舞台神情都颇有专业味道。

甸柳新村第一社区是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老旧小区，得益于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快
速推进，以及我省文化部门积极开展“艺术走基
层”等活动，老社区的艺术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而且许多民间活动都带着“专业范儿”。

据舞蹈队队长丁绪亭介绍，每周一他们都会在
山东艺术馆李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排练。李老师受艺
术馆指派，专门负责从舞蹈编排等方面对他们进行
辅导，四年来坚持不懈，已经帮助编排了8个舞
蹈。“原来我们老太太只是跳一些广场舞，李老师
给我们很多专业的指导，让我们认识到真正舞蹈的
乐趣，我们也知道用舞蹈抒发感情啦。前段时间我
们还参加了省里的比赛，是进入十艺节‘群星奖’
决赛唯一的一支社区队伍！”

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强基层文化队伍
建设，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我省从2009年起，在
全省17市确定了100个基层文化辅导点，由省、市、县
艺术(文化)馆的专业干部组成专业人员辅导团，同
时整合社会力量，组成志愿者辅导团，深入基层进行
辅导。如今，这些活动开展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
泛，艺术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影响到每一个人。

文化艺术走基层活动，培养了一批基层文艺骨
干，也大大开拓了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眼界。甸柳新
村一区民乐团指挥佟志海就是其中的一位。谈起这
些年的收获，他说：“通过参与民乐团的活动我得
到了锻炼，也找到了成就感，受到了尊重，获得了
认可。今后，我还要多学习，提高专业知识素养，
更好地参与和服务基层文化活动。”

如今，我省不断创新文化惠民工作，“文艺走
基层”这样的新载体越来越多。省文化厅官方网站
与济南市历下区甸柳一居网站互相添加友情链接，
开通双方信息沟通的“直通车”，这也成为省文化
厅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实现领导干部与基层群众直
接联系的新途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
长徐向红说：“文化工作根本上就是群众工作，面
向基层、文化惠民是文化系统改进作风的关键所
在。只有及时准确把握群众的文化诉求、文化期
待，让‘触角’延伸到基层，才能增强‘嗅觉’灵
敏性，更好地做好文化惠民的各项工作。”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一部反映我省实施“乡村文明行动”的纪录
影片《乡村文明你我他》，正在紧张拍摄制作过
程中。这部纪录片将从全省各地采撷最有表现
力的镜头，展现乡村文明行动开展以来，我省广
大农村发生的巨变。这部纪录片的编导、北京科
学电影制片厂导演牟卫红表示，“影片将用真正
能够走进观众心里的语言，去表现山东乡村的
新变化、新气象，鼓舞农民融入到建设更美丽家
园的行动中。”

串“冰糖葫芦”式组织故事

对于牟卫红来说，拍摄这部纪录片素材不
成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选择材料，把这
些材料组织起来。

她说：“可以用很多概念来描述乡村文明，
但用鲜活的人、事把这些概念表达出来，非常
难。另外，纪录片纪录的，都是‘实’的内容，同时
还要传达和弘扬正能量，如何结合起来，也是一
个难题。”

最终，她想到了“用串糖葫芦”那样的办法，

把我省实施“乡村文明行动”的亮点组合到一
起。

我省的“乡村文明行动”从2011年开始实
施，重点开展村容村貌、村风民俗、乡村道德、生
活方式、平安村庄、文化惠民等6个方面建设，到
2015年底，实现活动全覆盖，村村有新貌，70%以
上的村达到县级以上文明村标准。

两年以来的新变化令人惊叹。牟卫红导演
说：“我们刚刚花了一周时间，到全省16个村采
风拍摄，有些文明村的发展水平，一点也不比城
里差。”

莱芜市郭家沟村孩子上学坐上了班车，昌
邑市大陆村威风锣鼓队上百人的擂鼓表演，胶
东半岛的九曲蒋家村的道德模范“香油哥”，所
有村民都有一把刻着自己名字的座椅的村会议
礼堂……牟卫红说，这一幕幕一桩桩都“直接撞
到心里了”，“2000多位村民，每个人的名字都刻
在一把椅子上，摆在村会议礼堂里，村里有事开
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席，可以坐在那
里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村风民俗，形象地反
映着山东农村的文明新风尚。”

牟卫红反复思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纪
录”，才能把“撞到心里”的这一切既形象又准确

地呈现出来，“只有准确、形象，这部短片上映的
时候，才能够打动观众。”

有些标准已经非常清晰。牟卫红说：“这部
片子一定要使用能打动人心的，就是那种朴实
的不华丽的语言。另外，所有概念，尽量用画面
来表现。事实上，在我脑子里，所有的概念，比如

‘婆媳‘，都是有形象、有画面的。”

拍那些好的馋他们

任可胜是安丘市公益电影放映队队长。他特
别“要求”导演多拍那些先进的村庄、好的做法，用
来引导激励那些做得不太好的村庄，“用我们的土
话来讲，你多拍好的‘馋’他们，叫那些落后了的村
庄看了，心里羡慕，也能好好学习学习。”

安丘市公益电影放映队有42台放映机，36
个放映队。最多的时候，曾经在农村社区35个点
同时放映影片。

任可胜说，放电影走街串巷，真正感觉到农
村“一天一个样”的新变化。实施“乡村文明行
动”以来，变化更快，变化更大。“一定要把那些
先进的村庄突出出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杆
秤，青年人找对象都愿意去那些好村。”

长期在农村放电影，任可胜对农村观众的
爱好非常了解。他认为，拍这部纪录片，首先一
定要让农民们觉得没有隔膜感。他说，农村对那
些所谓的“大片”其实并不怎么感兴趣，还是那
些“接地气”的，大家才愿意看，“前些日子放过
一部《半边井》，是说计划生育的，也没什么明
星，群众特别愿意看。群众评价说，这部电影很
像以前的《墙头记》，看了感觉就像身边人、身边
事，很亲切。”

另一方面，他认为，在这部纪录片中，一定
要把道理讲清楚，讲透彻，“农民们都很讲道理，
为什么要开展‘乡村文明行动’，为什么要采取
那些措施，通过这部短片，让他们真正了解了，
理解了，他们就会真正支持和参与。”

他解释说，有时候，农民也不是故意不文
明，或许只是因为图一时方便，“比如说，房前屋
后堆柴禾，影响村容村貌。这主要还是因为图个
方便，烧火的时候，抬手就行。但这一时方便，其
实有很多隐患，还会引起大损失。我下去放电
影，就见过因柴禾堆引发火灾的情况。小孩子放
鞭炮，引燃柴禾堆，又烧了房屋。农村里的房子
都连在一起，想想有多危险。这些道理讲明白
了，清理柴禾堆就好办了，大家会很配合。”

纪录片《乡村文明你我他》正在紧张拍摄中

展现美丽乡村新风尚

首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终评项目评审结果——— 30项获奖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1 山东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办实事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2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山东省文物局

3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模式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4 中华文化体验模式创新与对外文化交流平台构建 山东大学

5 山东省公共电子阅览室综合管理平台建设 山东省图书馆 山东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

6 “五位一体”戏剧影视人才培养模式实践与创新 山东艺术学院

7 临沂市文化市场监控平台新模式 临沂市文化市场管理执法局

8 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三五”模式 青州市人民政府 青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9 山东文化艺术宣传推介工程 中国文化报山东记者站

10 “学儒育新”——— 儒家文化与监狱教育改造共建模式探索与实践 孔子研究院 山东省济宁监狱

11 “依团代传”在破解濒危剧种（大弦子戏）传承危机中的“薪火”效应 菏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

12 青岛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工程 青岛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

13 乳山市文化产业十大领域创新工程 乳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4 鲁北民间音乐文化传承创新与实践 德州学院

15 山东省“文化项目社会办”文化服务创新项目 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16 文化超市———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新探索 青岛市城阳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17 齐鲁大讲坛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8 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模式，推进“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工程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青岛市科技局 青岛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9 孔子文化世界行 中国孔子基金会

20 沂蒙演艺精品的协同创新模式 临沂大学 临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临沂市蒙山沂水演艺集团

21 区域文化事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与实践 滨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滨州市群众艺术馆

22 鲁西红色文化教育长廊
中共莘县县委组织部 中共莘县县委宣传部 莘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莘县民政局

23 山东琴书的教育传承与创新模式研究 菏泽学院

24 台儿庄古城文化产业园创建运营模式 枣庄市台儿庄区运河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5 日照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千百重点文化工程”模式创新 日照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6 多媒体智能咨询公共服务平台 山东财经大学 济南爱媒体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7 黄河三角洲文化创新工程 滨州学院

28 音乐表演专业师生教演一体化的实践与探索——— 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排练及巡演 山东师范大学 共青团山东省委 山东省青年联合会

29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1+3”网格化管理模式 淄博市周村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30 山东演出票务网 山东世博演艺经纪有限公司

首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拟获奖项目已经由省
文化创新奖评审委员会评审产生。评委会按照省
领导“注重实践、注重实效，面向基层、面向一线，
精益求精、优中选优”的要求，遵循“科学、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经过推荐申报、形式审查、初评、
终评四个程序，共评审出30项优秀文化创新成果
为拟获奖项目，基本代表了近两年我省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改革创新的最高水平。

为加强社会监督，根据《山东省文化创新奖
评选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首届山东省文
化创新奖拟获奖项目予以公示。自公示之日起15
日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的项目持有异议可
以书面形式向评委会办公室提出。异议书须写明
项目名称、事实理由、异议人的真实姓名、工作
单位、联系方式等事项，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
料。评委会办公室将按照《山东省文化创新奖评
选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异议的内容进行核
实、查证。对采取匿名异议的将不予受理。

公示时间：2013年8月23日至9月6日
地址：济南市和平路59号省文化厅文化科技

与法规处
邮编：250013
山东省文化创新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2013

年8月23日

首届山东省

文化创新奖

拟获奖项目公示

我省积极推动文艺走基层

社区文艺玩出

“专业范儿”

□孔令伟 孟昭福 李学贵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走，到文化大院扭秧歌去！”

立秋过后，天气凉爽，每到华灯初上之时，聊城市
东昌府区梁水镇拐里王村的张桂玲便会约上爱好文
娱的十多个姐妹，到村文化中心扭秧歌。不多时，
整个大院便锣鼓喧天，唢呐、电子琴齐鸣，满院子
男女老少尽情舞蹈，尽情娱乐。

为让基层群众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
东昌府区倾力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在辖区农村
全面推行“一网、一院、一队”建设，普及远程教
育网，建设了260多个农村文化大院、150多个农家
书屋，构建起“五分钟文化圈”，群众不出村便能
享受到文化生活的乐趣。

该区还积极组建文艺队伍，成立了作家、书
画、民间艺术、戏曲舞蹈等8个协会，全区农村有
400多名“乡土艺术家”、263支文艺队。尤其是书
画协会，全区16个镇、办事处全部成立了分会，有
农民书画协会会员1200余人。

在道口铺街道武庄村文化大院，每天都有30多
名豫剧爱好者前来唱戏娱乐，文化大院成了百姓娱
乐的好地方。

“舞姿漂不漂亮没关系，纵情吼两嗓子也没关
系。大家都乐意看、乐意听。在这里，老百姓就是
主角，自己的快乐自己做主，村文化活动中心已经
成为村里老少爷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
啦！”郑家镇郑家村党支部书记郑万才喜笑颜开地
介绍说，占地20亩的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已经建成，
图书阅览室、乒乓球室、健身室、台球室等一应俱
全，健美队、秧歌队、街舞队也相继成立，大大丰
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东昌府“五分钟

文化圈”乐百姓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张瑞娟 王道明

“我本身就是大学图书馆的义工，这次参
加‘文化义工’也算是发挥所长。”这个暑假，
居住在佳苑社区的王旭没有“宅”在家里，而是
报名参加了垦利县刚成立的“文化义工”，成为
社区电子阅览室的一名“编外管理员”。

今年6月，垦利县“舞动红扇”文化义工队正
式成立，首批报名人数达到100人，开展文化培
训16期，开展了2场文艺汇演。这些“文化义工”
凭借自己的时间、知识、经验、技能等，无偿为公
益性文化场馆和文化活动提供辅助或专业性服

务，成为破解群众文化人力资源难题的有益探
索，更为垦利“文化强县”建设“添砖加瓦”。

“原来都是‘送戏下乡’，现在是‘请戏进
城’。”在垦利县文化馆的排练厅里，一段由民丰
社区庄户剧团表演的黄河口大秧歌，成为社区
文艺队员们争相学习的对象。文化馆有关负责
人表示，一支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文化义工
队伍，成为垦利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也让
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继“村村唱戏村村舞”活动
后的又一文化大餐。

据了解，“文化义工”成立以来，相继开展了
“文化进社区、幸福千万家”、“城乡文化大联
盟”、“城乡一体黄河人家文化品牌创建”等主题

实践活动，实现了农村和城区文化人才资源、活
动场所的“双重共享”，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文化
活动的品味和素养。

同时，依托“村村唱戏村村舞”活动，“文化
义工”在基层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热潮”。目
前，垦利县10个城市社区居委会开展了“文化社
区”创建，成立了夕阳红合唱团、健身排舞等10
多支特色文艺表演队；农村文化活动实现了“遍
地开花”，注册成立的庄户剧团发展到23家、秧
歌队166支。在城乡营造起“天天有活动、月月有
演出、季季有高潮、欢乐常相伴”的浓厚文化氛
围。

如何扶持“文化义工”队伍继续走下去？现

在，垦利县正逐步探索建立更加完善的“文化义
工”招募和培训机制，制定了《文化义工管理办
法(试行)》和《文化义工服务队章程》，规定每名
文化义工的年服务时间不少于30小时，服务期
限不少于一年；对表现优秀的文化义工个人和
团体，将进行星级评定、表彰并授予荣誉称号。
此外，垦利县还将1个文化馆、7个镇(街)文化站、
3个社区图书馆，作为“文化义工”长期招募报名
点，还将设立义工驿站和义工专干，为“文化义
工”创造良好的服务条件。

加入“文化义工”后，太极拳爱好者张于前
在社区牵头成立了“垦利县太极拳”协会，现在
招募的会员已有上百人……

■走近十艺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年”系列报道

垦利“文化义工”成城乡文化使者

8月18日，利津县陈庄镇的群众代表队正
在跳秧歌舞。为喜迎十艺节，利津县组织群众才
艺大赛，参赛团队由群众自发组成，节目为群众
自编自娱节目，其中秧歌、吕剧、唱双簧等节目
尤其受到观众喜爱。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段宗斌 报道

□戴章超 张乐民 报道
本报郯城讯 为活跃乡村文化生活，郯城县

建起了“流动电影队”、“文体广场”、“农家
书屋”，推行“每月一场电影、人均三本书”等
文化惠民活动，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
文化盛宴。

“流动电影”一村一月一场。购置了13辆电
影流动放映车，13部数字电影机，1000多部故事
片和科教片拷贝，根据农民“胃口”，为村民们
送去“文化大餐”。

“文体广场”人均占地两平方米。采取“典型带
动，整体推动”的原则，在经济基础好的村街、社区
建起人均不少于两平方米的文体广场，设有读书
室、棋牌室、大戏台、体育中心、篮球场、羽毛球场、
乒乓球场，为村民提供锻炼身体、吸取文化、愉悦
身心的场所。“农家书屋”人均三本图书。先后建起

“农家书屋”558个，购书300万册，实现了村民人均
三本图书。村街每半年组织开展一次读书用书知
识竞赛，每年进行一次评比，大大激发了村民读书
的积极性。

郯城农民乐享文化盛宴

8月17日，在芬兰图尔库，几名小演员在表演
歌舞《茉莉花》。8月13日至22日，中国天津华夏
未来少儿艺术团的《新世纪环球之旅》在北欧进行
巡演。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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