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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钟文峰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傍晚时分，在广饶县李鹊镇赵庄村的文化广场上，伴着《最
炫民族风》优美的旋律，村民们跳起了广场舞。

近年来，广饶县先后投资7 . 8亿元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形成了县有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有综合文化
站，村(社区)有文化大院或文化活动室的文化服务网络，但
如何提升这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效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呢？

一位村民乐呵呵地说：“原先，村里没啥文化活动，现
在咱村里有了文化大院，乡亲们吃完饭也有地方娱乐了，大
伙儿凑在一起活动活动。”

文化活动让“居民走出来”

走进广饶县大码头镇石碑社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马上
被里面的气氛感染了，有聚精会神研读书籍的，有泼墨练习
书法的，棋牌室更是热闹非凡。如今，拥有阅览室、书画室
的文化活动中心，已逐渐成为社区里最热闹的地方。

据了解，本着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广饶县对农村文
化大院建设实行多元化投入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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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广饶县、乡两级多方筹资3000多万元，用于建
设乡村文化大院。

“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键要打破城乡
‘壁垒’，让文化网络从城市延伸到农村，这样才谈得上文化资
源向农村的输送和倾斜。”广饶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
军章说，目前广饶县所有行政村都建有文化活动中心。

有了文化设施之后呢？李军章表示，从去年开始，广饶
县乡两级政府出钱，为庄户剧团和民间艺术表演队伍配套服
装、道具等，鼓励这些艺术团队在本村及周边乡镇演出，
“以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为平台，让居民从家里走出
来，唱起来、跳起来。”

“草根明星”登台舞起来

“衣食足，兴歌舞；日子旺，锣鼓响。如今，天天都像
过年一样热闹。”这是大王镇南陈官村村民牛玉荣常说的一
句话。在她的带领下，组成了老年腰鼓队，每天晚上精神抖
擞地在村文化大院进行排练表演，为居民带来欢乐。

“无论严寒酷暑都阻挡不了大家练腰鼓的热情，而且也
正因为练腰鼓使大家更加团结，团队更有凝聚力。”牛玉荣
说，目前，我们这支腰鼓队已有队员近60人，多次参加省、
市、县文艺汇演，成为一支活跃在附近地区的骨干文艺队
伍。

“政府搭台，群众唱戏。”李军章表示，广饶县把群众
性文化活动作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每
年定期举办春节民间艺术展演、元宵节大型彩灯展、“广饶
之夏”广场文化等大型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让“草根明
星”登上舞台，自编自演那些带有鲜明生活气息、独具民族
特色的节目，为老百姓带来欢乐。

庄户人乐赚“文化钱”

“这幅是蛇盘兔，象征着越过越富；这幅是鸳鸯戏水，
意思是美满幸福……”指着栩栩如生、寓意深刻的各类剪纸
作品，广饶县大码头镇女艺人许玉玲向大家一一介绍，她的
作品黛玉葬花、仙女下凡人物栩栩如生，在孙子文化节和省
市文化博览会上受到许多客户青睐。

“外甥把俺做的虎头鞋、绣花鞋放到网上，结果好多大城
市的人很喜欢，今年俺已经卖出60多双，没想到俺这手工活还
赚了不少钱。”大码头镇央三村68岁的徐荣花喜滋滋地说。

现在，广饶县像她这样从事女红文化产品制作的农村妇
女有600多人，她们制作的布老虎、虎头帽、虎头枕、蝴蝶
挂饰、绣球、布贴画、刺绣等产品已远销到北京、上海、天
津等地，有的甚至还远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广饶·孙子国际文化旅游节，农民文化艺术节，丁
庄镇“黄河口”冬枣采摘节……几年来，广饶县以节庆搭
台，推介展示文化产品和成果，带动形成了一批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拉动文化产业加速发展，越来越
多的广饶人挣起了“文化钱”。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25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孔子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国；今天，
以“孔子文化”为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
次踏上了“周游之旅”。至今，“孔子文化世界
行”已经成功走进了奥地利、法国、美国等16
个国家的近40个城市。

“孔子文化”历久弥新，所到之处掀起一
股“中国文化热”，促进了我省与世界多个国
家的文化合作交流。3月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中国孔子基金会交流与合作委员会主任
康承宝表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
中，我们应该有这么一种文化自信，就是让
孔子文化、齐鲁文化走出去，让全世界的人
都认识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孔子”为什么“走出去”？

“外国人看到兵马俑，容易误解，感觉古老
的中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中国孔子基金会
理事长王大千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

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这是对中
国文化的误读，中国不存在侵略的文化基因。

“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提倡和谐，认为和
谐是天地万物最可宝贵的。王大千表示，孔子
所倡导的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
园。“推动孔子文化走向世界既符合中国文化
发展战略，也能满足世界对中华文化的渴求。”

上世纪80年代，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
黎集会，他们宣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
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孔子基金会2009年北京奥运会后开
始推出“孔子文化世界行”活动，到目前孔子
已“周游”16个国家近40个城市，海外直接参
与的总人数达6万多人。

康承宝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曾负责第
一次欧洲之行的前期筹备工作。他表示，2009
年奥地利上澳洲首府林茨市，起初给予活动
的展出地点非常偏僻。但是，当中方工作人
员向奥地利方面介绍说，孔子是中国的至圣
先师、是世界文化巨人时，林茨市政府无偿
提供市政办公大楼展览。

“中国孔子基金会就是为山东搭建齐鲁
文化走出去的国际平台。”康承宝表示，这个
平台需要有一个响亮的、易于认知的品牌，
所以选择了孔子这个具有国际性而又能代
表齐鲁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符号。

“孔子”带着什么走出去

“山东是孔子诞生地，在借助孔子文化
推动齐鲁文化‘走出去’方面具有先发优

势。”康承宝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真正
影响巨大的是孔孟儒家文化，山东有着无可
比拟的资源优势和良好条件，山东应有所作
为，推动齐鲁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孔子文化世界行”旨在全球范围内举办
传播孔子文化、齐鲁文化的大型综合会展活
动，不仅有孔子生平事迹影响展、孔子故里中
国山东图片展等，而且有儒家文化和齐鲁文化
主题图书、电视、电影、动画片展播，还有孔府
菜制作推广、孔子文化讲座等多项内容。

“我们有效整合了孔子文化品牌资源，
形成走出去的合力。”康承宝表示，孔子基金
会首次同孔子学院、孔子研究院实现了“孔
子文化品牌机构”的联合推动，整合国内外
众多单位机构共同参与，并尽可能地采用承
载着齐鲁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

2010年3月，“孔子文化世界行”来到旧金
山，鲁菜大师、孔府菜传人王兴兰第一次带来
了反映孔府饮食文化的“孔府菜”，其中不乏

“当朝一品”、“诗礼银杏”等经典品牌菜品，场
场爆满，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希腊北部的比爱利亚省听说“孔子文
化”代表团要来访，省长帕帕斯特尤先生
说，“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孔子是和我们的
苏格拉底一样伟大的东方哲人。另外，山东
和比爱利亚是友好省，泰山和奥林匹斯山是
友好山。”

“世界行”要有持久效应

从前期来看，“孔子文化世界行”活动

的影响与意义是全球性的。“孔子文化”所
到之处，更是与当地的孔子学院及当地政
府部门签署了文化交流、旅游体验、企业考
察等方面的协议，进一步促进了我省与世
界多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交流与合作。

“我们到相关国家举办项目活动，不断
地掀起中国文化热潮，这会带来关注度较
高的即时效应，但如何让孔子文化持续发
挥效应呢？”康承宝表示，我们在活动中
会赠送孔子像永久安放在举办地。迄今，
该项目已向海外捐建2米以上的大型孔子
像30多尊。

同时，“孔子文化世界行”项目正在与
相关领域的出版机构合作，规划出版有关孔
子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系列丛书。康承宝说，
“国外的孔子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我们
考虑建设自己的图书专柜，命名为‘孔子书
房’，把‘孔子文化’留下来，产生持续的
长久的影响力。”

在走出去的同时，中国孔子基金会还
“请进来”，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邀请欧
洲25国外交官和欧洲23国驻华大使夫妇进
行访问交流，为他们举办儒家文化专题讲
座，促进他们对于齐鲁文化和孔子文化的
了解，从而获得了更多国家邀请出行的机
会。

康承宝说，在世界“汉语热”、“孔子文
化热”的今天，孔子文化世界行活动就是要
以孔子文化为媒介，借助于孔子的国际影
响力，大打孔子牌，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与孔子故里山东的独特魅力。

■首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系列报道

走进１６个国家近４０个城市

“周游列国”，孔子文化历久弥新
◆获奖项目名称：孔子文化

世界行
完成单位：中国孔子

基金会

◆编者按 我省文化科技与文化创新工
作不断推进，2013年取得多项引人关注的优
秀成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
徐向红说，“2014年，将继续抓好文化创新
与文化科教工作，包括实施文化科技提升计
划，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文化发展的引擎作
用，加强文化科技创新战略研究，探索建立
文化科技融合路径，全面提升文化科技创新
能力。加强艺术教育工作，推动艺术院校共
建，发挥省文化艺术学校作为中国戏曲学院
山东基地和全国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
业点的优势，促进各层次专业艺术人才培
养。”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文化部举办的“文

华艺术院校奖”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戏曲比赛
预赛圆满结束，我省取得较好成绩，5个节
目成功入围决赛。这也是我省加强文化创新
与文化科教，加强艺术教育，推动文化系统

与教育院校共建取得的又一项最新成果。
“文华艺术院校奖”是文化部设立的全

国艺术院校专业比赛奖项，旨在检阅艺术院
校教育教学水平，加强院校交流合作，选拔
尖子艺术新苗，推出优秀艺术人才。比赛门
类分为“桃李杯”舞蹈比赛、民族器乐比
赛、钢琴比赛、小提琴比赛、声乐比赛、戏
曲比赛、美术展览等。在近日结束的第二届
全国青少年戏曲比赛预赛中，山东艺术学院
青年组2个节目(京剧)、省文化艺术学校少
年组3个节目(京剧、吕剧、柳子戏各1个)共5
个节目成功入围决赛。决赛将于8月在沈阳
举行。

省文化厅文化科技与法规处处长张钢接
受采访时说，就工作职责而言，省文化厅科
技与法规处负责拟订全省文化科技发展规划
并组织实施，组织、协调全省重点文化艺术
科研项目攻关及重大成果推广，推进全省文
化科技信息化建设，负责全省艺术院校共建
等工作。

张钢说：“在文化科技与文化创新方
面，2013年，我们成功组织了山东省首届文
化创新奖评选。省文化厅推荐申报的青岛黄
岛区‘小品进社区’项目入选国家文化创新
工程，组织申报的山东建筑大学‘基于WiFi
网络的公共文化传播系统构建与应用’、山
东科技大学‘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推荐服务体
系及相关技术研究’项目入选2013年度文化
部科技创新项目。还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财
政政策研究基地共建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
实验基地，为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研究和我
省整体创建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提供科学依
据。”

张钢说，我省在艺术科学领域也取得多
项成果。协助文化部政策法规司进行“十艺
节”专项调研的同时，完成国家课题“中国
艺术节运行模式创新研究”的课题阶段性成
果。我省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立项课题立项数量再创新高。省艺术研究所
“山东快书研究”、山东大学“中国民间造

型艺术色彩观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数字
艺术伦理学研究”、山东艺术学院“明清俗
曲的传播与嬗变”等13个课题入选国家社科
基金艺术学项目，为近年立项数目最多的一
届。此外，在艺术教育、艺术考级、文化法
规制订等方面，也不断取得新进展。

今年，我省将继续大力推动文化与科技
的融合。张钢说，将加强与文化部科技司及
省有关部门联系协作，依托我省4个国家文
化创新工程、15个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发
挥其在国家层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我
省文化科技创新发展。“借助科技理念、科
技思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文化产业
发展平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平台、对外文
化交流平台、文化市场监管平台、演艺联盟
平台、重大文化设施建设平台、重大文化活
动管理平台等科技支撑建设，积极扶持文化
科技攻关，发挥现代科技在文化建设中的引
擎作用，推动形成文化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的局面。”

加强与文化部科技司及省有关部门联系协作

扩大文化与科技融合叠加效应

□李敏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3月9日，由薛城区周营镇

政府和“周营农民京剧票友协会”主办的第25
届周营镇艺术节举行。来自周营镇农民京剧
票友协会和市京剧票友协会的50余京剧票友
们纷纷登台献艺，为农民演出了《萧何月下
追韩信》、《白毛女》、《沙家浜选段智斗》等30
多个经典京剧剧目，让大家在家门口过了一
把京剧瘾。

村民老刘说：“咱周营镇京剧票友协会
的演出，我已经看了15年，每次票友艺术节我
都来，雷打不动。他们戏唱得好，俺村的人都
喜欢看。”

演出现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已经画好
了妆，他叫殷召云，是周营农民京剧票友协会
的艺术指导，已经唱了几十年的戏了，票友们
排练剧目都找他点拨。殷召云在演出中是第一
个上台，他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据介绍，“周营镇京剧票友协会”前身是
抗战时期部分农民自发成立的“周营京剧
团”。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业余剧团，在
农闲和年节里为周边的乡亲们免费演出。
1994年，在区、镇的大力扶持下，周营镇的农
民京剧爱好者们，成立了农民京剧票友协
会，目前会员近百人，坚持农闲时和节假日
里演出，并且在每年农历二月二举办“京剧
票友艺术节”。

枣庄京剧票友协会送乡亲文化大餐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赵洁 报道
本报新泰讯 3月2日，汶南镇类王庄村

的文体小广场上热闹非凡、掌声雷动。临时
搭建的舞台上丝弦悠扬，演员们彩妆华服，
上演着传统剧目《包青天》。正忙着演出的
百花艺术团团长孙复常高兴地说：“从大年
初一至今，我们团已经连续演了70多场，演
出场次已经排到四月份。”这是新泰市打造
文化惠民品牌，积极开展“平阳百姓大舞
台”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新泰市利用乡镇文化大院、
农村文体小广场，组织庄户剧团，定期开展
丰富多彩的“平阳百姓大舞台”演出活动。
通过村演出、镇汇演、市比赛的方式，三级
联动，在全市形成了村村锣鼓家家歌，天天
有活动、月月有赛事的文化氛围。

今年64岁的牛恒连是“东牛村山东梆子
剧团”团长，他说，以前东牛村人几乎都会
唱梆子，但现在会唱的人越来越少，他看在
眼里、急在心上。“百姓大舞台”让他重新
看到了希望，他动员本村演员、司鼓、琴师
加入东牛村山东梆子剧团。现在该剧团经常
出去演出，在当地小有名气。

随着“平阳百姓大舞台”的深入开展，
激发了群众的创作热情，涌现出一批高质量
的文艺作品，如根据乡村文明行动中的新人
新事改编的现代短剧《马大发返乡》、快板
《和谐新泰喜事多》等作品，接地气，紧贴
百姓生活，深受欢迎。

“‘平阳百姓大舞台’活动，通过政府的积
极引导，为群众搭建了一个创作演出的载体
和平台，让老百姓自己演、自己看、自己评，使
群众真正成为活动的主角，增强了群众文化
主体意识。”新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戴先锋
说，“目前，‘平阳百姓大舞台’已成为深受老
百姓欢迎的文化惠民品牌。”

为促进群众性文化活动发展，新泰创新
文化载体，筹资专项资金，对市文化馆进行
提升改造，搭建了舞台。同时在全市21个乡
镇街道都建起高标准综合文化站，农村文体
小广场达645处，916个行政村实现文化大院
全覆盖，全市农村文艺演出队伍增加到220
多支，演出千余场，受益群众达百万人次。

新泰打造“平阳百姓

大舞台”文化品牌

□新华社发
3月11日，济南警察博物馆对社会开放，展出1748年至今的600余件文物和大量档案资料。

广饶：文化资源

向农村倾斜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邹城讯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3月8日上

午，由中华母亲文化节领导小组策划，邹城当地文艺团队组织
的“歌颂母亲——— 快闪陌生人演唱会”在孟子故里精彩呈现，
也正式拉开了2014孟子故里(邹城)中华母亲文化节的序幕。

活动现场，《妈妈的吻》、《母亲》、《世上只有妈妈
好》，一首首熟悉又动听的歌声吸引着路人的眼球。来自四
面八方的陌生人从开始的迟疑迷惑，到慢慢被歌声里的温暖
感染，更多的人加入到其中来，共同唱响心中母亲的歌曲。

据介绍，本次演唱会以“歌颂母亲”为主题，用当前国
际流行的“快闪陌生人演唱会”形式，编排一系列耳熟能详
的歌颂母亲的歌曲，勾起人们在心中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感
染周围的陌生人，在中华母亲文化节来临前夕营造母爱主题
浓厚氛围。

孟子故里“快闪演唱会”

歌颂母亲

2009年5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奥地利林茨举办“孔子
文化世界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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