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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大众文化QQ群：１１３９７９１８９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短缺还是闲
置？在接受采访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化厅厅长徐向红表示，我们许多文化惠民
工程分散在文、广新、工、青、妇、体等各
个部门。“有的地方出现‘漏项’，有的地
方‘重复’建设，需要积极推进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

８月２９日，在全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会议上，我省确定了济南、青岛、东
营、烟台、潍坊和威海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试点，并将推动试行《山东省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标准（２０１４年－２０２０年）》。

这对于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有何意义？业内人士指出，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不仅仅指结果的均等，更是强调机会和
过程的均等。而标准化是达成均等化目标的
手段，包括政府保障的标准化、设施建设的
标准化、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

文化服务内容———

人均藏书从１.０１册到１.３册

根据２０１３年文化发展统计数据，我国人
均藏书量仅为０.４５册，东部９省市为１.０１册。
因此，在我省制定的标准中，县级公共图书
馆人均藏书量在菏泽、滨州、德州、聊城、
临沂、枣庄等西部６市不少于1 .２册（件），
其他地区不少于1 . 3册（件）。

在城市和乡镇车站、集贸市场、商场、
广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我国将建设１０万个
阅报栏和电子阅报屏。而我省的公共场所阅
报栏，将至少提供党报类、三农类、科普
类、文化生活类、健康文摘类等五类报纸供
群众免费阅读，每天更新不少于３份报纸。

去年，东部９省（市）每个文化馆平均每年
组织８２.１５次群众文体活动，每个文化站平均
每年开展３７.８９次活动。在我省标准中，这些活
动数量都将大大提高。西部６市每个文化馆每
年组织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不少于１００次，其他
地区不少于１１０次；每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
站每年组织开展群众文体活动西部６市不少
于５０次，其他地区不少于５５次；每个村（社区）
每年组织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不少于５次。

除了常规服务，我省数字文化服务方面
也有标准。县级以上公共文化机构建有面向
群众的服务网站，设施内免费提供无线Wi-
F i。文化共享工程市（县）、乡镇（街
道）、社区服务点建有公共电子阅览室，通
过网络电视、有线（数字）电视、手机电视
等实现综合入户率达到５０%。

此外，我省在特殊群体服务方面也有要
求，公共图书馆和农家书屋配备盲文书籍，
开展盲人阅读服务；各级文化馆每年组织开
展针对残障人士、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农民
工等特殊群体的文化活动；未成年人、老年
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
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实行门票减免。

公共文化设施———

广电网延伸到２０户以上自然村

据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介绍，我省将
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建

设，“将文化服务功能与党员教育、农技推
广、科学普及、卫生计生、民政服务、体育
活动等公共服务职能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村
级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

按照标准要求，全省各村（社区）将设
置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并与文体广场结合，
每１０００户配备不低于１５００平方米的公共运动
场，因地制宜配置一个运动场；广播、电视
传输网络要延伸到所有２０户以上的自然村。
此外，乡镇（街道）要设置综合文化站。其
中，服务人口５万—１０万的乡镇设置大型
站，建筑面积８００—１５００平方米，室外活动
场地６００—１２００平方米。

县级以上城市，要在辖区设立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等。市区常住人口超过１５０万的县
以上城市，要设置建筑面积２万—６万平方米
的大型图书馆，市区常住人口超过５０万的设
置建筑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的大型文化馆，地市
以上（含市级）和有条件的县设立博物馆。

体育场馆方面，设区的市要建设一个３万
座—５万座的综合体育场、一个４０００座—５０００
座的综合体育馆、一个２０００座的游泳馆、一个
大型（不低于２.５万平方米）的全民健身中心、
一个大型体育公园。县（市、区）建设一个２万
座综合体育场、一个３０００座以下的综合体育
馆、一个１０００座以下的游泳馆、一个中型（２万
平方米）的全民健身中心、一个大型体育公园
或全民健身广场。市县体育场馆能够承办省、
市、县级综合运动会和国际、国内单项体育赛
事。

更重要的是，除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博物馆、美术馆、非遗展示馆等公
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外，县级公共体育场、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也要免费开放，工人文化
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科技
馆、中小学校课外活动基地等设施免费提供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经费人员保障———

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

有了公共文化设施，如何开展好公共文
化服务？在经费和人员方面，我省均将有保
障标准。

经费保障上，我省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将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资金纳入公共财政经
常性支出预算，县域人均文化事业费不低于
本区域上一年度平均水平，并将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纳入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根据绩
效考核情况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成绩优
秀的市予以奖励。

据了解，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人员经费由
当地政府承担。其中，市县级国民体质监测与
运动指导站工作经费每年不低于１０万元，城
市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活动经费每年不低于
５０００元，农村社区不低于３０００元。

人员保障上，我省县级以上各级各类公
共文化机构按照职能职责、国家有关要求和
当地人事、编办等部门核准的编制数量配齐
工作人员。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每站配备
编制人员１—２人，规模较大的乡镇适当增加，
并配备１名三级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

２０１３年，我省平均每个文化馆拥有馆办
文艺团队1 .８个。最新标准中，我省县级以上
文化馆馆办群众业余团队不少于３个，村、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所属群众业余团队不
少于１个。同时，城市社区配备２名三级以上
社会体育指导员，带动１０个以上社团组织开
展健身项目推广活动；农村社区配备１名三
级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带动３个以上社团
组织开展健身项目推广活动。

我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将有“标准”可依

文化遗址：低收入者“减免门票”

□ 王红军

自明年９月起，北京市小学一年级《语
文》中的古典诗词，将由现在的６至８篇增
加到２２篇，在小学阶段不少于１００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地区却存在片
面删减小学教材古诗词的做法。我认为，诗
词不仅应该更多地留在课本中，更应该留在
我们的生活之中。

中华文化，在文学层面上来说，有着一
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即是汉文、唐诗、宋
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演变之路。仅其中的
古诗词来说，名篇灿如繁星，在今天乃至将
来都能唤起人们的心灵回响，是一笔巨大的

民族精神财富，理应一代一代传下去。
但是，有一些人认为，小孩子不认识

字，学古诗只会死记硬背，将来会误导他们
“读死书”。也有些人认为，诗词作品艰涩
难解，不仅不利于孩子领悟古诗词的文学意
境，而且会加重学生负担，所以小孩子不应
该多学古诗词。

这些看法都是偏颇的。著名学者汤一介
生前在回忆父亲对其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启蒙
时说：“我们上的都是现代学堂，现代学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重视。为了让我补上中
国文化这一课，父亲先让我读一些诗词，因
为诗词比较好读。”

那些古诗词不仅不是包袱，反而更像是
一把钥匙，为孩子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打开了大门。而且，许多家长从小就教孩子
背诵古诗，一年级再学除了起到巩固的作用
外，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开始理解诗的意
义。若删除古诗词，结果会适得其反。

首先，诗词应该留在学校课本里。这些

传颂至今的唐诗宋词，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
化瑰宝，不仅内容丰富、寓意深厚，而且朗
朗上口、便于记忆，孩子们多读诗，多背
诗，也能为其以后高雅风趣的谈吐、妙笔生
花的创作打下很好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仅应该将古
诗词融入教学教育中，而且应该融入书香校
园建设中，通过情景剧、校园广播等多种形
式普及古诗词教育，真正让这些最具中国化
的作品植根于孩子的脑海中。弱化古诗词教
育的行为，是很不明智的。

语文“减负”应该怎么减？我认为，应
该从改进教学方式开始，单独改教材是不合
适的。比如说，老师可以增加课堂互动，加
强对学生的引导。而学校和社会对于教师的
评价，更不能单纯依赖学生的考试成绩。仅
仅在教材上动手，根本无法达到减负的效
果。

其次，诗词应该留在我们生活中。诗词
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寄寓着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和审美情趣，孩子们不能轻易抛弃，成
人更是如此。

当下，诗歌在日趋没落，而我们对于诗
歌的态度也在日趋“恶劣”。许多人认为，
作诗就是无病呻吟。从前就有人打趣这种
诗，所谓“关门闭户掩柴扉”，关门就是闭
户，闭户也是关门，掩柴扉还是关门。

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对诗歌的态度？其
实，在《论语》中的“学而”和“为政”篇
中，孔子都有“诗”的论述，点出了“诗”
的道理。那就是，作诗学诗的人，不应该光
想着当一个诗人，“诗”的精神在于“告诸
往而知来者”，在于做一个有“诗的修养”
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

过去的文人，每天回到自己家中，读
读书，写写诗，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
了。不像现在的人，去歌厅、酒吧发泄烦
恼。这种抒发情感方式的不同，也就是诗
的修养的不同，也是我们最需要留住的
“诗”。

把“诗”留在哪儿？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梅派传人张春秋从事京剧艺术八十周年。9
月26日，“中国梦·爱国情——— 张春秋先生舞台
艺术八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将在济南举办，88
岁高龄的张春秋将亲自在演唱会上表演。

系列纪念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山
东演艺集团主办，省京剧院承办。本次活动主要
包括三部分内容：举办学术研讨会、京剧演唱
会，并出版《张春秋舞台艺术八十年（传记）》
和《张春秋舞台艺术八十年（图片集）》以及
《张春秋京剧原声唱段精选（光盘）》。

学术研讨会将邀请国内艺术界知名专家、艺
术家，共同回顾张春秋的艺术成就，学习她的艺
德人品，探讨如何更好地继承梅派艺术，促进山
东京剧艺术的发展。

张春秋将和她的学生以及多位特邀艺术家在
京剧演唱会上同台演出，她还将和自己的女儿、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王玉明共同为观众演唱现代京
剧《红嫂》经典唱段“为亲人细熬鸡汤”。

张春秋6岁进上海“喜临堂”科班学戏，8岁
正式登台，15岁以“文武兼备，扮相俊美”成为
科班主演。1954年拜梅兰芳先生为师，深得梅派艺
术真传。80年舞台艺术生涯中，她成功塑造了红
嫂、杨玉环、虞姬、穆桂英、秦香莲、花木兰、白娘子
等一系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特别是
她主演的京剧《红云岗》（原名《红嫂》）在全国引起
轰动，并被搬上银幕。她还特别注重京剧人才培
养，多年在艺术院校和老年大学京剧班授课，辅导
学生8000余人次。曾荣获山东省委、省政府颁发的

“山东省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中国剧
协颁发的“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

张春秋舞台艺术80周年演唱会将在济举办
她曾荣获“山东省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９月１８日讯 记者今天从山东演艺集团获

悉，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山东演艺集团主办的“齐
鲁情、中国梦”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５周年山东名家名段演唱
会，将于９月２９日晚在山东剧院激情上演。

京剧方面，国家一级演员翟萍将带来京剧清唱《杜鹃
山》选段“家住安源”，她是著名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的
弟子。国家一级演员鞠小苏，有“尚派一枝花”的美誉，
这次带来的是京剧清唱《杜鹃山》选段“乱云飞”。国家
一级演员段晓羚将演唱《江姐》节选“绣红旗”，她的扮
相挺拔秀丽、表演端庄稳重、演唱幽咽婉转，曾受邀进中
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锁麟囊》。

地方戏曲方面，在吕剧经典剧目《补天》中饰演小沂
蒙与石骆驼的焦黎与文宗哲，这次将再次合作演唱《补
天》选段“情定荒原”。而梅花奖得主陈媛，带来的是柳
子戏清唱《江姐》选段。

近年来，我省地方戏不断“出戏出人”。十艺节上，
吕剧《百姓书记》夺得最高奖文华大奖，省吕剧院的傅焕
涛将清唱选段“为民歌”。而在最新的编排中，他将以主
角的身份参加《百姓书记》全国巡演和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５
周年进京展演。第２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中，省吕
剧院的吕淑娥凭借在新版《李二嫂改嫁》中的出色演绎，
省京剧院的刘建杰凭借在新编京剧《瑞蚨祥》中的精彩表
现均摘得“梅花奖”，这次他们分别带来的是吕剧清唱
《红嫂选段》“为亲人细熬鸡汤”、京剧清唱《智取威虎
山》选段“打虎上山”。

歌舞方面，我省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雷岩，将带来独唱
《永远跟你走》。我省著名歌唱家于联华将独唱《梦啊，
我的中国梦》。此外，我省著名歌唱家冉燕、李迎春和张
延龄将演唱《江山》、《共筑中国梦》等节目，共同唱响
齐鲁儿女心中的中国梦。

此次演唱会由山东歌舞剧院、省京剧院、省吕剧院、
省话剧院、省柳子剧团等演出。

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５周年

演唱会将举行

艺术名家唱响

“齐鲁情、中国梦”

京剧《红嫂》中“抢救伤员”剧照，张春
秋饰演红嫂。

□新华社发
9月17日，几位观众在山东省文化馆观赏“九城艺术

联展”的书画作品。本次联展共有来自国内近200位艺术
家的400余幅作品参展。

文化交流不应是演一场就走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审视中国文化需要从细致入
微的角度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知其价值和魅
力。而当前外国对中国的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虽然
造成这种现状的客观原因有很多种，但我们主观上也应该
反思一些东西。”

——— 意大利拿波里东方大学亚非研究所研究员毕罗表
示。在西方传播中华文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宣传。文化
交流不应该仅仅是演一场演出就走，办一个活动就结束，
应该形成长效的宣传机制。

警惕文化投资热的泡沫

●“在A股市场业外资本并购文化公司的过程中，游
戏及影视资产原股东基本都做出3年的高额业绩承诺。市
场的热捧助推了游戏、影视上市公司股价的飞涨，但如果
未能完成承诺业绩，这些公司将会被打回原形。”

——— 新元文智集团董事、总经理刘德良说。资本涌入
文化产业，有利于加速推动行业整合，提高产业层次与准
入门槛，引导文化产业向更成熟、更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但
也要注意资本的运作无法取代文化的积淀。资本解决不了
一个行业发展的深层动力，也无法构成其核心竞争力，国内
电影市场中巨额投资却换来惨淡票房的影片便是先例。

雕塑不应“重西洋而轻中华传统”

●“从秦始皇兵马俑到山西大同的大型九龙壁瓷雕，
中国历代陶瓷雕塑精彩风流，它是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步
伐而同步发展的。所以，我们今天谈论复兴和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也应该回归中华艺术的本源，去重新认识感
受中华瓷雕之美。”

———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雕塑家王家斌说。当我们谈
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陶瓷雕塑是不应该被遗漏的。中国
在世界上以瓷器闻名，也以瓷器（CHINA）被命名，中
华陶瓷雕塑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系之一，它需要艺术界和
公众的关注。今天的中国文化繁荣发展固然需要世界多元
文化提供营养，但更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特色。

（孙先凯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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