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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寿光以做好全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16件实事为主线，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

力提升城乡文明水平，全力建设“文化寿光”和“文明寿光”。该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率连续三年

居全省首位，先后获得全国文化先进市、省级文明城市、全省四德工程建设示范市、“乡村文明行动”省级

示范县(市、区)等多项荣誉称号。

编者按

让城乡百姓乐享“文化盛宴”
□ 王朋 王全国

在“文化寿光”建设中，从政府搭台
“种文化”到百姓舞台“展文明”，寿光把
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在
文化的延伸中实现了完美的拓展和自觉的转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深入民心。

9月25日，在寿光市羊口镇齐庄社区，扑
面而来的清新、和谐的文明之风让人耳目一
新。“爱德、诚德、孝德、仁德”一幅幅图
文并茂的画面映入眼帘，“善行义举四德
榜”上记录着每个家庭对老人的仁孝之心、
友善之为。村党支部书记马清礼对四德工程
的开展赞不绝口：“善行义举全部上榜，为
人处事都有榜样，有示范，有督促，整个村
庄风清气正。”

在实施四德工程中，寿光注重与本地实
际结合，提出了打造“信义菜乡”道德品
牌，用“诚信”和“情义”来引领社会道
德，不断开展“感动寿光人物”、“文依净
志愿服务”等活动，截至目前，已发展志愿

队伍2000余支、5万余人。其中，“文依净”
协会成为山东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宣讲
品牌带动”、“乡村少年宫”、“弥水大讲
堂”等文明建设的品牌作用也日渐凸显，民
众的学习热潮日渐高涨。

在“寿光好人”群体建设中，寿光把镜
头对准基层，把舞台留给大众，不断培育好
人、宣传好人、关爱好人，用凡人善举化微
光效应，寿光已有2人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3人成为全国重大典型，5人当选“中国好
人”，53人被评为潍坊市级以上好人和道德
模范。“好人”这一独特的道德标识，让寿
光享誉齐鲁，也演绎出令人称道的“寿光现
象”。

如今的寿光，文化之花盛开城乡，文明
之风吹及乡野，文化正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
纽带，播撒出一片片欢乐与祥和。寿光，
“文化民生”列车正鸣笛启程，开往幸福的
下一站……

7月6日晚，看完高雅艺术演出季“‘中国根’大型交响音乐
会”演出后，圣城街道东七村的朱大爷满脸高兴：“以前总感觉
交响乐、音乐剧等表演形式离我们很遥远，也就能在电视上看
看，现在在自家门口就能看到，这可真是圆了我的梦。”

近年来，寿光积极发挥文化“普惠”作用，深度挖掘百姓的
文化细胞，围绕群众文化生活中关心的热点、难点，通过调查问
卷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急、所盼，“文化寿光”建设更
加贴近群众需求。今年，以“群众文艺大汇演”活动设置项目达
到12项，有注重文艺人才培养的“千村千团”、“双百双千”活
动，有注重城乡舞台搭建的“周末群众大舞台”、群众文化艺术
节等系列活动，有注重素养提升的高雅艺术“演出季”、公益巡
演等主题活动。这些活动时间贯穿全年，范围覆盖城乡，成为普
惠城乡市民文化需求的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为方便百姓更好畅享文化服务，由政府出资，围绕与百姓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惠民政策、办事指南等编印成《文化寿光便民
手册》和《文化地图》，免费发放到全市每个家庭，让群众更加
方便快捷地享受“文化寿光”建设的成果。同时，为解决基层文
化建设相对薄弱的问题，寿光在全市开展文化建设先进村创建活
动，以文化“共建、共管、共用、共享”为主旨，统筹安排，分
类指导，分步实施，每年评选表彰100个先进村，带动和推进所
有村居逐步达到文化建设先进村标准。

在文化建设深入推进过程中，寿光群众文艺活力空前高涨，
新成立庄户剧团等各类团体达到160多支，文艺队达到1000多
家，并涌现出田柳群艺庄户剧团等大批“草根明星剧团”，闹
海、月宫图等一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节目重焕光彩。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漫步寿光，菜乡
处处是欢乐海洋，市民们徜徉在乐声悠扬的
丝竹声里，饱尝文化的饕餮盛宴。而这一切
均源自“文化寿光”的提出和打造。目前，
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惠民热潮正席卷菜乡，

数以百计的农家书屋、文化站点、文艺表演
团队如繁星点缀城乡，文化的血液在加速流
动，文化营养正从城镇流向乡村，流向每一
个人……

9月22日晚，“周末群众大舞台”的优

秀群众文艺节目专场展在市文化中心举行，
精彩绝伦的节目让家住美林花园的王秀芝老
人兴奋不已，“不花一分钱就能看到这么精彩
的节目，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确，这是一
场属于百姓的艺术佳宴，台上是不求报酬的

非专业演员，台下是渴求文化的普通市民，
艺术殿堂与普通大众实现了零距离接触。

这仅是“文化惠民”工程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寿光加快文化惠民步伐，让百

姓在家门口享受脑袋和口袋的富裕。放眼寿

光，基层文化“幸福图景”皆是：高标准构
建公共文化；高雅会堂向全民开放，零门槛
提供优质资源；免费培训向社区延伸，文化
服务向特殊群体倾斜……城乡百姓乐享“文
化盛宴”。

马英明是牛头镇村七村人，以前下地
劳动，总要走一条泥土路。如今这里已变
成了干净整洁的柏油路，这一变化的发生
源自双王城经济生态园区开发。从2011年
开始，寿光拿出全市近十分之一土地，投
资近100亿元设立开发双王城生态经济园
区，洰淀湖红色文化基地、滨海国家湿地
公园、国家盐业遗址公园等一些列文化项
目迅速落地，而园区的不断配套完善，让
村民们享受着项目建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
成效。

在文化项目建设凝聚文韵的同时，百
姓的居住环境也在日渐提升。寿光将全市
2072平方公里区域作为一个整体，重点推
进“一区、两点、八园、四带”文化产业

发展规划，实施以1区8园4带10大重点项目
为主要内容的“18410”工程，双王城生态
经济区、市软件园、东部弥河文化产业
带，“两馆一中心”等重点文化项目在寿
光的“文化版图”上迅速推进，“文化建
设大戏”和“民生改善大戏”同台共唱。

文化的产业化让侯镇草碾子村的李学
灿感触很深，“村里的草编流传已久，经
过政府的引导鼓励，我们才申请列入了潍
坊市级非遗名录，还成立草编合作社，注
册‘草碾子’商标，现在我们的产品销售
大幅上涨，平均每件产品价格提高了近1
元，没想到这手艺真正变成了现钱，这
‘文化’不仅能看，而且好用。”

“文化富民一直是我们文化建设的出

发点，我们鼓励和引导文化项目建设，文
化项目架构起文化产业的龙骨，不断丰富
的文化内涵，满足了百姓的‘脑袋’。另
外，项目建设本身就是资源的重新组配过
程，在改善设施环境的同时，还增加了就
业，带动百姓致富，满足百姓的‘口
袋’。”寿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群
成介绍。

如今在寿光，各文化重点项目均快速
推进，众多与马英明、李学灿一样的村
民，正在文化的产业化进程中，体验着文
化在精神和经济方面带来的“双变化”。

如何激发引导市民内在的文艺细胞，成为了摆在文化建设面前一道
难题。在寿光，各种激励措施的实施正引导调动着群众参与热情，助推
百姓文化表达的自觉。

今年4月份，寿光出资100万元，为全市975个行政村和13个城市社
区的988支文艺队伍配发了音响器材，以引导百姓主动参与文艺活动。
“大家都想展示自己，但都不好意思迈出第一步，市里的音箱器材免费
配送，其实就是个引子，用它‘发酵’和引导周边群众尽情地舞起来，
跳起来。”文家街道韩家村文艺带头人韩安华说。

作为农村文艺带头人，孙家集街道的李燕也曾有过烦恼。李燕自幼
爱好文艺表演，在村里组建了一支文艺队伍，却一直拜师无门。“双百
双千”人才培养活动开展后，李燕入选基层文艺骨干，经过专业培训，
李燕的舞艺得到快速提升。她说：“经过专业老师指点学习，现在是艺
在身，信心足，不仅兴趣浓了，而且更想着把所学的教给其他村民。”

“文化建设必须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李群成说，“为了让百姓
发自内心想参与文艺活动。我们用‘文化器材下乡’活动发挥引领作
用，用‘双百双千’活动培养文艺骨干和文艺带头人。同时在百场公益
巡演等活动的组织中规定下乡节目必须有三个以上是自编自演，不仅贴
近群众需求，还带动了农村文艺创作。”

一次次文化建设的大手笔，正激发
寿光人和寿光城的文化细胞，寿光的文
化创作空前繁荣。

“我家住在赵旺铺，小小村庄名扬
齐鲁……”这段歌词取自今年寿光开展
“唱响我们自己的歌”首届村歌大赛活
动参赛作品中，朗朗上口的歌词实为该
是普通市民王守莹所作。活动开展以
来，收到参赛作品上百件，其中不少出
自农民之手。

为激励创作，寿光组织实施了“寿
光文化之星”工程，每年从文艺创作表
演、文化传承传播等业界选拔优秀人
才，进行经费资助和重点培养。同时对
重点文艺创作实行立项资助。据统计，
仅去年的11部资助作品的资助额就达97
万元，自去年以来市财政直接用于文化
方面的激励资金达400余万元。

在一系列政策的激励下，文化创作
的种子在百姓间生根发芽。近年来，全

市出版各类专著200余部，斩获全国“五
个一工程”、山东省“文艺精品工程”
等重大奖项10余个。其中，《跟王乐义
学种大棚菜》被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农
家书屋”重点推荐书目，《百姓书记》
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文化部举办的庆祝
建党90周年“2011年全国现代戏优秀剧
目展演”剧目，并将在“十艺节”开幕
式中再次亮相。仅近3个月来，就有自创
市歌《大地情怀》等3部作品登陆央视，
形成了业内称道的群众文艺创作“寿光
现象”。

来自民间的文艺小品也如雨后春
笋。寿光优秀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共征集
优秀歌曲168首，首张原创歌曲专辑《幸
福欢歌》成功出版。群众自发拍摄微电
影、电视剧近百部，出版文学、摄影、
书画作品200余部。农民导演吕凡国、网
络作家信周等一大批“土导演”、“田
秀才”登上了创作的舞台。

文以乐“居”

文以乐“享”
文以乐“助”

文以乐“创”

文以乐“善”

四德典范
引领乡村文明新
风，寿光好人层
出不穷。

▲书法绘画文化交流活动，在寿光乡村随处可见。

“双百双千”文艺志愿队伍活跃乡间。

▲群众文化活动遍布乡野。

滨海国家湿地公园极大地
改善了寿光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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