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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广 洪波 亚春 报道
本报金乡讯 7月至9月，金乡县举办“舞动蒜

乡”广场舞大赛，各镇街、企事业单位的广场舞队
踊跃参加，提升了群众文化层次，营造了和谐的文
化氛围。

金乡县通过广泛开展广场文化活动，全面提升
居民文化品质和幸福指数。在奎星湖公园东广场，
卓先胜每天按时来这里健身，老卓退休后，为了照
顾刚出生的孙子，儿子便把他和妻子接到北京，在
北京他学会了一种很时兴的健身操，锻炼效果非常
好。回到老家，他发现奎星湖公园广场建设得非常
漂亮，每天按时去练操，还热心带起150多名徒
弟。“大家感到效果不错，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有
的学会了，又到别的广场带起了新徒弟。”

家住老城区的李爱花和婆婆便是金河弯广场佳
木斯舞的忠实爱好者，每天晚饭后婆媳俩争着拾掇
好碗筷，一齐到广场跳舞。“以前没玩的地方，晚
上一家人都在家里看电视，为个节目有时还呛几
句。”李爱花说，自从她家后面建了金河湾广场，
婆媳俩算是有了话题，有空就交流跳舞的事，既锻
炼了身体，婆媳关系也愈加融洽。

如今在金乡县，像这样的休闲文化场所越来越
多。近年来，全县累计投资18 . 9亿元，新修及改造公
园、广场37处，形成了金济河景观带、滨河绿化带，并
因地制宜在景观带中建设了一个个小广场。御景花
园是金乡县的一个普通商业小区，小区的张来福说，

“从小区大门向南不到200米就有一个广场，再往东、
往西一里路，分别都有小广场，五分钟生活圈就能健
身休闲，政府为老百姓想得真周到。”

在镇村，金乡县则将文化广场建设纳入2013年
度为民所办十件实事之一，将“文化广场”建设与
村级活动场所相结合,用奖补政策扶持有条件的村
镇建立广场。目前，全县建有5000平米以上的高标
准文化广场1处，480多个村建设了文化活动场所。

与此同时，全县投资2000万元改建了县图书
馆，并通过了国家县一级图书馆认定初审。累计投
入1000余万元完善了城区50余处广场的文化设施。
还投资100余万元对全县13处镇街文化站进行了升
级改造，累计投入400余万元用于购买文化活动设
备，使13个镇街文化站全部达到了省级标准。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钟文峰 马庆亮

“吃过晚饭，步行用不了10分钟，抬脚就
到，扭扭秧歌、跳跳舞，挺热闹的。”每当傍
晚时分，广饶县大王镇南陈官村的村民便会不
约而同地来到村文化大院，观看农民自编自导
自演的节目，文化大院里不时传来喝彩声。

广饶县先后投资7 . 8亿元用于基础文化设
施建设，村村有文艺团队，乡乡有文化能人，
周周有文化活动，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丰富的“文化大餐”。

“十分钟文化圈”

惠泽城乡居民
“走啦，看电影去了。”晚上7点，刚吃

罢晚饭的市民三三两两地聚集到新城社区文化
广场上，等候电影《血性山谷》的开始。

“那个年代的革命先烈付出太多了，这样
的电影既有教育意义又能忆苦思甜。”家住惠
泽园的马刚颇有感慨地说。

7月以来，广饶县以“弘扬爱国主义”、
“回忆革命峥嵘”为主题，开展了百部红色电
影放映活动，《杨得志围城打援》、《杨勇战

鲁西》、《革命到底》等经典红色电影再次走
近观众，让群众在家门口接受党史教育，重温
革命历史。

据广饶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军章
介绍，近些年来，广饶县在城区设立了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建设了图书馆、文化娱乐室、健
身广场等各种利民设施，打造了十分钟公共文
化服务圈；在农村，村村建起了独立的文化大
院，文化信息资源村级服务点实现了全覆盖。

今年，广饶县还将为100个村级文化大院
配套了健身器材，并继续开展“文体下乡”活
动，县吕剧团已送戏下乡演出120余场次，县
电影公司送电影下乡4600余场次，老百姓在家
门口可以尽情地看电影、赏大戏，尽饱眼福。

草根登上乡间“星光大道”

7月份，广饶县首届“百姓大舞台”活动
拉开帷幕，共吸引了800多人报名参加，受到
了全县广大文艺爱好者的积极响应。

“我们举办‘百姓大舞台’活动，就是给
广大乡土艺人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此次活
动的负责人徐华欣介绍说，“目前活动海选阶
段已经结束，有120人进入了复赛，最终的获
奖选手将纳入全县艺术人才储备库，并可以参

加2014年全县的百姓春晚。”
如何让更多的文化爱好者有展示才华的机

会？广饶县每年都举办春节民间艺术展演、庄户
剧团展演等大型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让拥有

“一技之长”的文艺爱好者登上具有乡土气息的
“星光大道”，“草根明星”演身边人、唱身边事，
从“自娱自乐”转变为“共娱共乐”。

大王镇刘集后村的刘冬冬报名参加了“百
姓大舞台”，天天早起练嗓子。“我个人很喜
欢文艺，这个机会很难得，但就是很想能有专
业的老师给指导指导，光自己这样练，也不知
道对不对。”的确，刘冬冬的愿望也是很多基
层文艺爱好者共同的心声。

为此，广饶县每年在基层组织培训500多
次，辅导锣鼓、秧歌、广场舞等民间表演队伍
20余支近5000人次，同时还不定期举办“吕剧
进课堂”、“吕剧免费培训班”、“百姓健康
舞免费培训”等辅导班，让基层文化的发展有
了新的活力。

“多元投入”推动文化发展

9月16日傍晚，虽然天气已经转凉，但在
广饶县孙武社区文化广场上，很多上了年纪的
人早已来到广场上，热火朝天地忙着布置“舞

台”。
“晚上吃完饭没事，大家都出来活动活动，

起初为了健身，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跳跳舞，扭扭
秧歌，慢慢地人员不断增加，便组建了老年人艺
术队，如今这支队伍已发展到30多人。”正在忙
着给音响顺线的杜守荣老人介绍说。

据了解，这支老年人艺术队成立有7年
了，最初队伍的演出用品，几乎都是借或者大
家凑钱买，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让他们省事不
少。“街道政府给配了正规演出服和道具，社
区里给安排了音响和电源，我们练得更带劲
了。”队员刘丽华说。

本着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广饶县实行
多元化的投入机制，采取县、乡镇财政拨一点，
联村部门投一点，经济条件好的村出一点的资
金筹措办法，多方筹资3000多万元用于建设乡
村文化大院，从而激发了本土文化的活力。

“自2010年开始，我们县乡财政列支专项
资金，积极扶持庄户剧团和民间艺术表演队伍
发展，帮助配套服装、道具、音响和发放演出
补贴等，鼓励它们发展壮大。”广饶县吕剧艺
术中心主任张俊刚介绍说，目前全县有80多个
民间自发组织的庄户剧团，每年可巡回演出
1000余场次，创造收益几百万元，初步打造出
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吕剧文化品牌。

■走近十艺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年”系列报道

步行10分钟，乐享文化生活
——— 广饶县投资7 . 8亿建设基础文化设施，村村有文艺团队，周周有文化活动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我希望我们家的柿子树，夏天结冰棍，
冬天结包子……”10月11日至14日，作为十艺
节参评剧目，北京儿艺大型现实主义儿童剧
《想飞的孩子》将在日照市国际会展中心连续
演出四场，向山东观众讲述一个北京山村孩子
追逐梦想的故事。

9月26日，《想飞的孩子》主创人员在济
南与媒体见面。导演王炳燃表示，该剧刚刚在
北京举行了百场演出纪念活动，航天英雄杨利

伟应邀和孩子们一同观赏了这部讲述梦想的作
品，并和孩子们分享了中国航天人的梦想。
“我们将在十艺节上全力冲击‘文华奖’。”

“十年一剑”尝试现实题材

《想飞的孩子》以“神舟九号”发射升空
的重大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叫强子的男孩
执着地追逐飞翔梦想，从而“点燃”沉寂的村
庄村民心中梦想的故事。创作者试图用真实的
情感、生动的人物、好看的故事去打动小观

众，用这部作品呵护每一颗怀有梦想的心灵。
该剧是北京儿艺近十年来的首部现实主义

儿童剧，鼓励孩子去追逐梦想，并让孩子的梦
想照亮成人世界。王炳燃表示，“北京儿艺之
前的剧目都是童话、神话剧，《想飞的孩子》
是首次涉足现实题材儿童剧，而且还是个农村
戏，有一定难度，尤其是演员方面。”

据王炳燃介绍，该剧堪称是“十年磨一
剑”，创意要追溯到2004年，是从吴玉中的原
创小说中获得灵感，想要创作一部以“想飞”
为题材的儿童剧。“之后这些年，剧本历经3
次颠覆性的大改，又不断打磨，终于完成了这
部关注当下农村儿童成长的作品。”

据了解，该剧曾经在北京市区及远郊区县
进行了多轮巡演，还作为2013年北京市东城区
“百场戏剧进基层”活动的重点剧目进行演
出。今年7月，该剧首次出京赴南京商演，在
南京的小观众与家长中同样产生了强烈共鸣。

著名剧作家，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黄维若表
示，《想飞的孩子》有着非常好的文学色彩和
舞台呈现，“它突破了儿童剧所形成的童话加游
戏模式，创作者们用一种浪漫主义风俗喜剧的
体裁，来表达儿童现实主义内容，为现实生活和
儿童心灵世界诉求之间搭起了一架桥梁。”

“向生活讨教”不能丢

在剧目创作过程中，《想飞的孩子》主创
团队曾经3次来到剧中大鹏关原型所在地北京
市昌平区长峪城村，居住在村民家中，深入实
地体验生活。“当地生活条件较为艰苦，连基
本的洗漱条件都不具备，主创人员克服了重重
困难，孜孜以求地进行艺术创作。”

“向生活讨教这堂课不能丢，生活永远是
艺术的老师。”王炳燃说，“我们通过采风收
获了基本的舞美创意、人物形象和戏剧逻辑。
同时，对演员的表演从外在形象到内在心理均
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舞台表演更加鲜
活、生动。”

据了解，舞美设计师从900年前的古长城

和村里的石墙、高音喇叭中获取了创意元素，
传达出古老与现代文明交杂的感觉；在村里，
饰演村长的演员同村长交流，捕捉他的口头
语，演村妇的演员同村中各种性格的妇女聊家
常，对角色的塑造有了整体的把握。

北京儿艺总经理刘方平说，在表演上，演
员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更有质感、更富
有魅力；制作上，剧中的音乐、视频、服装、
道具均重新设计改良，更趋精致、唯美。“这
次来山东演出，我们还专门投入重金自主设计
制作了转台。”

“儿童的梦想很可贵”

对于该剧，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童道明表示，这部作品一个很难得的突
破，“剧中的成人角色不再只是陪衬，他们有
自己的故事，也有自己的痛苦。儿童的梦想很
可贵，大人们应该去爱护，这不是在给孩子们
讲大道理，而是应该让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王炳燃表示，该剧从传统的用成人观念、
标准来“修理”孩子的说教，转变到鼓励孩子
去追逐梦想，实现了从神话、童话等题材加游
戏的格局到现实主义手法的转变。“舞台上的
人物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展现了儿童的感
情和逻辑。”

9月14日，杨利伟应邀和孩子们一同观赏
了《想飞的孩子》第100场演出。杨利伟表
示，“我小时候就对天空充满了向往，后来长
大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当需要我们飞得更
高，飞向太空的时候，每个人都渴望完成这个
神圣的使命。虽然要面对危险，但总是要有拥
有飞天梦想的人，来完成这项使命，这就像这
部剧的主题‘想飞的孩子’。”

杨利伟说，这部剧通过一个山村孩子的飞
翔梦，讲述了从个人的梦想，到集体的梦想，
再到国家的梦想的实现过程。“这部剧不单单
是激发了孩子们对梦想的追求，同时也是对我
们航天从业者和所有心怀梦想的人的一种激
励。我想对孩子们说：心怀梦想就能飞翔！”

■十艺节·舞台聚焦

北京儿艺携现实主义儿童剧将在日照连演四场———

《想飞的孩子》十艺节“追梦”文华奖

9月21日，在淄博市张店区房家艺术
村，游客被民族气息浓郁的靴子所吸引，兴致
勃勃地拿手机拍照留念。房家艺术村由城中村
改造而成，目前已吸引从事文化艺术行业的工
作室、制作公司17家。游人及艺术爱好者也纷
至沓来。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想飞的孩子》剧照。 □王京雪 报道

广场文化“舞动”民生
金乡480多个村

建有文化活动场所

□王红军 王帅 报道
本报邹平讯 近日，邹平县文化馆的高永茂、曲

庆涛老师再次来到孙镇文化站，为该镇“文化走亲
戚”巡演最后彩排把关，对节目细节进行最后完善。
近年来，邹平县每年派专业老师走遍全县各个镇（街
道），进村入户，手把手培训基层文艺人员。

今年，邹平县在码头、魏桥等镇的83个村进行
广场舞培训，仅在五、六月份就超过2100人次，并
逐渐探索出了基层文艺队伍培训新模式——— “以会
代训、以演代训、以展代训”，通过召开专题会
议，举办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文体健身比赛、书画
展等，将基层文艺队伍请上舞台，在“实战”中丰
富专业知识，提高演出水平和书画技艺。

目前，邹平县广场舞、腰鼓、农村庄户剧团等
业余文艺队伍1000多支，80%以上村庄有业余文化
队伍。长山书画协会、黛溪街道京剧戏迷俱乐部、
码头镇成集村金码艺术团、醴泉村庄户剧团被表彰
为“省农村优秀文化团队”，53人被评为“省农村
优秀文化人才”。

同时，邹平县选派专业拔尖人才“走出去”，
到山东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高校进行专业学
习，并以“写邹平、说邹平、唱邹平、演邹平”为
主，创作、演出了《山水邹平》、《同住一座城》
等100余首歌曲，推出了10余部戏剧精品。

邹平文化人才下镇村

□赵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日照市

岚山区巨峰镇驻地的中心文化广场上，音乐交响、
人影绰绰，载歌载舞，热闹非凡。不分年龄、不分
职业，人人精神饱满，个个笑容满面……这正是该
镇百姓茶余饭后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

“几年前，文化广场刚建起来那会，只有十个
人聚集在广场。后来镇上给我们请来了舞蹈老师，
村里配了音响设备，现在每天晚上雷打不动有百十
号人。”从最开始的一名观众，到后来成为领舞老
师，村民尚绩华见证了小广场舞蹈队伍的成长。

近年来，该镇加强农村文体活动硬件建设，先后
投资1000多万元新建和改建了20多个文体活动大
院，使全镇的文化广场达到52个，为群众广泛开展文
化活动提供了有效保障。培养了200余名农村文艺骨
干，组织了系列文艺演出活动，点燃了群众参与文艺
活动的热情。文艺工作者自编自演的《采茶舞》、《茶
艺表演》、《开门红》等节目深受群众喜爱。

广场文化凝聚

小镇“精气神”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25日、26日晚，新编近代历

史京剧《瑞蚨祥》在梨园大戏院上演。作为十艺节
参评剧目，省京剧院将这两场演出送给社区居民、
学生以及农民工，使基层群众真正欣赏到国粹艺
术，也是在演出中继续打磨提升剧目。

京剧《瑞蚨祥》讲述了百年老字号“瑞蚨祥”
在清末时期国危商敝的环境中求新求变、求同求
和、苦心经营、谋求发展的故事，反映了一代鲁商
孟洛川顾国谋利的大商风范和仁厚经营的儒商情
怀。整台戏情节跌宕起伏，在一系列商战矛盾冲突
中闪烁着人性的光彩。

自上演以来，该剧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此
次专场演出，邀请了黄台、汇文中学的师生，洛
河、历山社区的居民，建筑公司的农民工等走进剧
场，感受这部近代史诗剧。

新编京剧《瑞蚨祥》

走近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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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 李晓龙 报道
本报郓城讯 “咚咚咚……”伴随着节奏

明快的锣鼓声，十几位精壮汉子敲打着偌大的
木鼓，围观的人群欢声雷动……9月15日，在
郓城县潘渡镇，数百村民欢聚在该镇的腾飞文
化广场，举行别开生面的秧歌比赛，喜迎中
秋、欢度国庆。

15支秧歌队切磋“舞”艺，引来数百村民
驻足观看。此次秧歌比赛中，获得比赛前六名
的队伍，分别给予一等奖1000元、二等奖500
元、三等奖300元的奖励。 “我在潘渡生
活快30年了，这几年变化很大，生活越来越好
了，文化活动也越来越丰富。”潘渡镇冯店村
村民孙秀荣乐呵呵地说。她原来不擅长文艺活
动，但眼见邻居们打腰鼓、扭秧歌、练太极
拳，心也痒痒了，如今，她每天晚上都要到村
里的秧歌队练习秧歌。

截至目前，郓城县共有583支秧歌队，占
全市秧歌队总数的40%以上。全县一半多的行
政村有了自己的秧歌队。

郓城583支秧歌队

舞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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