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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记者日前从烟台市文广新局获悉，烟台

市积极培育发展文化产业，以广告创意产业园区为重点，
加大文化产业创业创新力度，２０１３年底创意制作相关投资
总额达４.２亿元。

据介绍，烟台广告创意产业园区位于芝罘区南部新
城，自２００７年开始规划建设，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划分为五
大板块，分别是以动漫、影视制作为主要业务的烟台动漫
基地、以广告创意设计为主的烟台１８６１广告创意产业基
地、以创意业务制作为主的烟台服务制作基地、以创意人
才培养为主的烟台创意产业园区人才培训中心和创意产品
展示、交易为主的烟台创意产品展示及交易平台。

烟台市文广新局副局长于仁山说，烟台市着力打造政
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参与的广告创意产业园区，在
资金奖励、人才引进、重点项目推介、对外宣传等方面予
以扶持。“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园区共有进驻企业２５２家。其
中广告动漫基地６５家，１８６１广告创意产业基地１５２家，新
建的创意人才培训中心即将签约进驻企业３５家，企业注册
资本１.８亿元，创意制作相关投资总额达４.２亿元。”

目前，烟台市有１个国家级动漫产业发展基地烟台动
漫基地，１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蓬莱八仙过海旅游
公司，１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烟台广告创意产业园
区，８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烟台山景区、龙口东莱文
化街、山东莱州工艺品集团公司等。

但是，烟台市文化产业主体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
在。“目前园区从事动漫、影视制作、广告设计等创意类加工
制作的企业比例接近７０％，能够依托园区技术平台运用高
新技术承接和开展广告业务的企业比例为２０％左右，而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比例仅为１２％。”于仁山说，“由于缺
少核心竞争力，文化企业产品技术含量普遍偏低，大多数企
业的盈利点处于产业链低端，企业发展前景堪忧。”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省舞台艺术创作规

划（2014—2016年）》日前公布，要求在三
年时间里，全省舞台艺术在巩固提高十艺节
精品剧目创作成果的基础上，推出40台至50
台高质量创作剧目。《规划》还详细制定了
每个年度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其中，2014年
度主要工作任务是重点抓好“中国梦”题材
文艺作品创作、抓好优秀文化历史题材创
作、抓好小型戏剧作品创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
红说，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山东舞台艺
术创作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制定这个《规
划》是为了保持山东舞台艺术创作的良好发
展势头，加强全省舞台艺术创作生产规划，

创作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
一，具有齐鲁气派、山东特色的舞台艺术精
品，促进全省舞台艺术持续繁荣，推动山东
文化强省建设。”

2014年至2016年山东舞台艺术创作的主
要任务，是深入发掘齐鲁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和“中国梦”精神内涵，重点抓好具有重大历
史影响和重要现实意义题材作品的创作，抓
好反映“中国梦”题材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题
材的艺术创作，重视小型戏剧创作，做好传统
剧目的整理改编。三年间，推出一批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
优秀人才，带动全省戏剧、音乐、舞蹈、杂技、
曲艺等各门类艺术创作水平的全面提高。

任务目标都有具体指标来衡量。在十艺

节精品剧目巩固提高方面，争取全省推出10
部至15部艺术质量上乘、常演不衰的“优秀
保留剧目”。全省三年计划推出40台至50台
高质量创作剧目，其中省直专业艺术院团各
创作1台至2台代表山东艺术实力、在全国同
类艺术品种中居领先地位的作品；市属专业
艺术院团也要瞄准全国一流水准，至少各创
作1台发挥艺术优势、具有地方特色、为群
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鼓励民营剧团和其他各
种不同体制的艺术表演团体、艺术院校积极
参与舞台艺术创作。全省每年推出10部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三年推出10部
至15部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

今年舞台艺术的具体指标和要求，首先
是抓好十艺节创作剧目的加工提升。举办文

华奖获奖剧目省内展演、进京展演、全国巡
演活动，在开拓市场扩大演出的同时，广泛
征求意见，推动获奖剧目不断提升质量，精
益求精，打造能够“叫得响、留得下、传得
开”的品牌剧目，确保在“五个一工程”
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第七届中国京
剧节等全国重要艺术评比中取得好成绩。

其次，今年我省还将集中抓好新剧目创
作的规划、论证，开展“山东省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2014—2015年度初选剧目、“山东
省地方戏振兴和京剧扶持工程”2014年度重
点剧目申报评选。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
年，全省创作推出一批反映“中国梦”主题
的优秀文艺作品和一批反映百姓心声、艺术
形式新颖、鲜活生动的优秀小型戏剧作品。

《山东省舞台艺术创作规划（2014—2016年）》公布

“中国梦”成舞台创作重点词
推出一批具有齐鲁气派、山东特色的艺术精品

□ 本报记者 肖会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鹿露

5月28日，“东阿县第二届大众文化艺
术节”暨“文化基层行活动”在东阿县鱼山
镇启动。在历时4个月的活动中，全县54个
乡镇庄户剧团参与巡回轮演，一台台充满乡
土特色的文艺节目，将进入城市企业、社区
乡村。蓬勃发展的庄户剧团，已经成为繁荣
农村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主力军。但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随着规模不断壮大，庄户剧
团也陷入了“夹缝”发展的尴尬境地。

一支活跃在基层的文艺队伍

字正腔圆的传统戏剧，流畅活泼的山东
快书，幽默滑稽的曲艺小品，饱含深情的抒
情歌曲，不时迎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这是
记者在鱼山镇庄户剧团巡演现场看到的情
景。该剧团现有演职人员13人，年龄最大的
74岁，最小的49岁，都是清一色的庄户人。
65岁的刘庆林，是该剧团的主要发起人之
一。“我从小就喜欢声乐，任教期间没时
间，退休后才有机会研究学习。”就是在黄
河大堤上自娱自乐的时候，刘庆林结识了拉
板胡的退休干部刘明宪、电子琴手贾希成。

他们一起演奏，相互研习，日子过得悠闲自
在。2011年3月，鱼山镇文化站站长朱大志慕
名而来，并倡议成立“鱼山镇庄户剧团”。
剧团的成立，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吸纳
了众多具有文艺专长的村民。49岁的邵贵
霞，是鱼山镇冯庄村村民。为不影响排练，
她通常早晨4点下地干活，8点准时到场参加
排练。71岁的张福志，居住在聊城儿子家，
为排练演出，他每天要用6个小时往返于聊
城和鱼山之间。

剧团成立3年来，创作了一大批贴近百
姓生活、反映农村现实，通俗易懂、喜闻乐
见的文艺作品，先后巡演近百场，深受广大
农村群众喜爱。成为一支活跃在基层的文艺
队伍。

活跃农民生活，陶冶农民情操

2013年，东阿县开展了以庄户剧团为带
动的“文化下乡”工程，划拨专项财政资
金，实施“庄户剧团专业音箱全覆盖工
程”，号召各乡镇结合实际情况，为庄户剧
团解决服装、道具等硬件设施，并针对巡回
演出的情况，号召企事业单位予以相应的资
金扶持。为保证文艺作品质量，各级文化部
门着重在节目的宣传方向上加以引导把关，

使节目雅俗共赏，寓教于乐，起到活跃农民
生活，陶冶农民情操的作用。

“目前，全县拥有由腰鼓队、秧歌队、
高跷队、京剧等文化演出队伍组成的庄户剧
团110余个，从事各类演出的演员2000余名，
年龄从20岁至70岁不等，并培养出了快板表
演者于秀萍等30多位创作型农民表演家。”
东阿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崔弘领说。庄
户剧团的成员农忙时下地务农、闲暇时背词
排练。每逢节假日、农闲时节，庄户剧团便
活跃在乡村大地，这些文艺节目让群众在愉
悦精神的同时，也受到相应的教育。

在财政支持与市场运作中

如何找到最佳结合点

走在鱼山镇街头，一座环境清幽的四合
院内，两座三层的小楼格外显眼，走上楼
去，就会看到规划整齐的排练室、化妆室、
休息室等。“镇里为了支持农村文化建设，
专门购买了原鱼山镇信用合作社的房子，给
我们文化站用”。朱大志说。

“在有限的财政资金内，镇上拨付专款
完善了文化站、农民书屋和相关的配套设
施，今年，将拨付庄户剧团巡演的车辆费

用，但由于乡镇财政紧张，有限的投资，很
难适应庄户剧团的发展之需。这是目前庄户
剧团发展的难点之一。”鱼山镇党委副书记
于霞说。

既然政府的资金投入有限，那么庄户剧
团能不能尝试走市场化的路子呢？“偶尔的
商业化演出，收入也十分微薄。“最高收入
是3月份企业庆典的一次演出，上下午两
场，每场3个小时，总收入1000元钱。除去车
费，饭费和其他杂费，每个人收入不到50块
钱。”鱼山镇庄户剧团的成员丁淑芳说。

“个人收入是一方面，剧团要发展，服
装、道具、舞台置景等硬件设施不可少。完
全的市场化运作，就会使剧团走向一味迎合
大众的歧途。毕竟，很多时候流行的并不都
高尚，失去政府的支持引导，就失去了庄户
剧团的成长土壤，发展前景不会乐观。”朱
大志说。

对此，东阿县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苏华认
为，庄户剧团是活跃城乡文化必不可少的载
体，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硬件支持，同时剧
团也应该适当地采取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二
者结合应该是个较为明智的选择。但两者间
的配合，需要有个最佳的切合点。但如何找
到这个最佳的切合点，还需要众多业内人士
思考研究。

有限的财政投入，难解发展之需；完全的市场运作，前景又不容乐观

庄户剧团，如何破解“夹缝”发展困局

烟台打造广告创意产业

展示交易平台

□薄纯民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原来我们就怕星期天和节假日，孩子

在网吧或在外面玩不回家，现在村里有了农家书屋、电子
阅览室，多了一个好去处。”每逢周末，利津县汀罗镇前
崔村村民崔树利都会把孩子送进农家书屋。

这是汀罗镇新型农村乡村文明的一个缩影。在推进农
村社区化的同时，汀罗镇同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打
造文化惠民娱乐主阵地，大大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

孩子们周末放假可去农家书屋看书，村民可去电子阅
览室查阅致富信息，村里有庄户剧团，文化广场供村民跳
舞，文化广场上有健身器材，村民可以晚上去运动……每到
傍晚，汀罗镇各村大院就格外热闹，成了村民的小乐园。

每逢重大节日，汀罗镇都会举行百姓大舞台、唱响新
汀罗等文化演出活动，演员均为汀罗镇的村民，注重身边
人演身边事，受到村民的好评。

公共文化服务

让农民真正得实惠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日前，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推出的亲情童话剧《小蝌蚪找妈妈》在济南历山剧院上演。故事讲述的是找到妈妈后的小蝌蝌蚪不服妈妈管教，

负气离家出走，被大黑鱼欺骗，又一起去欺负水底的生物，青蛙妈妈不忍再看儿子如此调皮伤心离去。浪子回头的小蝌蝌蚪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再
次踏上寻找妈妈的旅程。该剧以寻找母爱的故事升华到珍惜母爱的主题，感动了许多现场观众。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老骥伏枥志千里，年逾古稀写华章。评
价的不是别人，正是宁阳县高桥村86岁高龄
的老人陈清溪，性格开朗、写了大半辈子书
的他，笑着这样评价自己：“退役老马没有
白吃料！”

陈清溪是宁阳县商业局的离休干部，上
世纪90年代退休后就一直笔耕不辍，先后整
理了中国近代史《汶河魂》、宁阳革命史
《汶水西流》、老干部故事集《金秋红叶》
等六部作品，一方墨、一支笔、一张桌，承
载了陈清溪老人大半辈子的记忆。

陈清溪用自己擅长的五言诗形式，用十
年时间，整理了宁阳近70年来，尤其是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所发生的一些重大
历史事件，2007年正式出版。

2013年，正在编辑宁阳党史资料的宁阳
史志办工作人员找到陈清溪，希望他能为宁
阳党史补充些材料。由于亲身经历了中国共
产党事业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他便以个人
传记的形式写下了一篇100多页的《建国六十
年亲历记》。

对于历史的记录，陈清溪也有遗憾。
原来，此前他曾用5年的时间整理从1840年
到建国期间的历史故事，100页的手稿就写
了47本，70多万字，并起名为《汶河魂》。
但就在这些手稿送往济南准备出版时，却
意外地遗失了一大半，心疼不已的陈清溪
只好把剩余的一点手稿默默地保存了起
来。

在宁阳县，像陈清溪这样仍在发热的
“退役老马”不止一个。“他们都做了那
么多好事，就这样过去了多可惜。”陈清

溪说，2004年他突发奇想，用三个月的时
间遍寻分布在宁阳各乡镇的老干部们，把
他们的故事整理出来。“条件差，我们都
是骑自行车去采访，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
候，但想到能把这些老干部的事迹记录下
来留给后人，也就坚持了下来。”陈清溪
说，有一次去乡镇采访，正赶在麦收时
节，到了采访地点后发现院里没人，他就
找个有树荫的地方静静地等，一直等到很
晚才完成采访。

“只行善事、不求回报的焦志新”、
“年逾古稀、笔耕不辍的刑闫斋”、“老兵
回故乡、挥汗绿荒山的张祥富”……53位老
人的故事在陈清溪的笔下凝聚成了一本《金
秋红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前辈能拿
起笔来，给后人留下史料，教育年青一代不
忘历史。”陈清溪说。

陈清溪：“笔尖”记录历史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日前，在薛城区沙沟镇郭

洼村，由该区长青庄户剧团自编自演的舞台
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好》正在热情上演，
引来了阵阵欢呼声。如今在薛城区，像这样
的庄户剧团已发展到97家。

近年来，薛城区民间演艺队伍如雨后春
笋蓬勃涌现。目前，庄户剧团演职人员已发
展到1900余人，演出辐射到邻近的4省18个
市、县，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
活。

该区完成了50多家庄户剧团的等级认
定，其中A级剧团12家，B级剧团20家，C级
剧团24家，培育打造了长青艺术团、老来乐
艺术团、飞龙剧团、东姚艺术剧团等一大批
品牌庄户剧团。同时，通过财政扶持、经费
补贴等形式，组织优秀庄户剧团参与全区
“一年一村一场戏”文化惠民工程，开展
“送文明、送戏、送文化”进基层活动。今
年以来，指导庄户剧团创作表演唱、三句
半、快板等作品30余件，已为全区7个镇街
送戏下乡演出177场次，其中公益演出83场
次，受惠群众达10万余人次。

薛城区大力培育

品牌庄户剧团

□纪文国 尹小燕 报道
本报临朐讯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

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动听的音乐在校园上空响起，这是临朐县东
郡小学的“校园之声”开始播音了。这是一
群有梦想的学生，在学校的支持下建立的校
园文化团体。

“校园之声”今年刚刚成立，播音部负
责日常节目的创作和播出，编辑部肩负着节
目的统筹规划和制作的重任，记者部则是
“校园之声”栏目与老师、学生交流的纽
带。小记者深入校园各项活动的现场，以通
讯的形式进行采编和创作，在校园动态报道
中发挥着作用。

五年级学生王艺颖表示，她最喜欢的栏
目是“新闻百宝箱”，可以使我们在第一时
间内了解校园最新动态。四年级学生白茹雪
说：“我特别喜欢唱歌、弹琴，所以最喜欢
‘校园好声音’这个栏目，我自己准备了几
首歌都被老师选中了，也让我体验了一下做
小明星的感觉。”

“校园之声”：

小记者的大舞台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５月３１日，继去年参加“相约十艺节美

术系列展览”活动之后，“探寻的脚步”北京展洲国际油
画当代艺术展再次在济南市美术馆举行，展期为一个月。

本次展览展出的是曹吉冈、孙国庆、宋学智、李学
峰、谢菲、杜春辉、康蕾、张从云、杜海军等９位艺术家
的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具备较强的视觉冲击，表
达了艺术家在新时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
碰撞、当代生活和未来的体验与想象。

北京展洲国际艺术区作为中国第一家学院派艺术区，
以其雄厚实力和稳健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化视野，吸引和汇
聚了百余位国内知名油画家，形成了艺术风格多样，充满
了创作活力的创作团队。

展洲国际油画展举行

□记者 吴允波 报道
本报夏津讯 夏津县人民法院日前对一起盗掘明代古

墓案件作出一审宣判，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决被告人祝勇昆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季丰爽
和季丰非均为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罚金10000元。

2013年4月3日，夏津某建筑公司在某工地开挖地槽施
工过程中发现了埋有石俑的古墓葬。当天傍晚7时许，该
公司项目经理祝勇昆指使民工季丰爽、季丰非先后两次对
该墓葬进行盗掘，挖出铜镜、陶罐、石俑等文物一宗。后
来，他们又私自将陶罐、文官石俑、铜镜等文物分藏多
处。该案经由墓葬的后人报警，祝勇昆三人很快被警方抓
获，有关文物被全部追回。

经省文物机关鉴定，被盗掘的郭氏墓地为明代隆庆进
士、都察院副都御史郭四维墓葬，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夏津某包工头盗掘古墓领刑

□刘燕华 报道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日前，广饶县丁庄镇邀请专业

老师对村民进行广场舞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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