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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场所服务百姓不分高低贵贱

●“国家博物馆是面向13亿中国人的公共文化服务场
所，服务百姓不分高低贵贱，无论腿上沾泥巴，还是脚上
穿草鞋，都要当成我们的兄弟姊妹、父老乡亲，一视同
仁、热情相待。”

———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调研时说。
“作为国家博物馆，要在提升观众鉴赏能力和观展礼仪方
面加以引导，要让观众高兴而来，受教育而走。国博要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
遗产’的重要指示，积极探索文物保护工作的规律；立足
于大量馆藏珍贵历史和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国博在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独特作
用和优势；进一步提升服务公众水平，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和运营管理水平，为全国博物馆做出表率。”

“送”与“种”并举才能让文化扎根基层

●“一谈到基层文化，不少人会用数字说话，诸如举
办了多少次活动、多少场演出……这是一种文化建设理念
上的误区。文化其实跟吃饭穿衣一样，须臾不能离开。”

———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周由强说。“基层文
化建设‘送’是一种可行办法，但是‘种’比‘送’更重要。最基
础的工作是培训那些活跃在基层的文艺能人、文化骨干，因
为他们才是基层文化建设真正的主角。送文化是输血，而

‘种’文化则是造血，只有坚持‘送’与‘种’并举，大力扶持和
发展农村业余文艺团体，打造一支‘永远不走’的农村文化
队伍，才能在当地培育出文化果实。”

电视节目原创是个试错的过程

●“起初，我们想做的是为中国百姓做具有中国气质
的综艺节目，没想到会有‘美国好歌曲’‘英国好歌曲’
的诞生。”

——— 自主研发《中国好歌曲》灿星制作研发总监徐帆
说。“除了模式研发，原创节目的起步还需要国家能够给
予政策上的倾斜和照顾。如像‘国产电影保护月’一样对
原创模式有相关份额的规定，像保护影视版权一样保护原
创模式，成立保护原创模式认证机构等。原创的过程是个
试错的过程，原创来袭的重磅之作，必须通过是‘勇于试
错’的不二法门来实现，而‘试错机制’才是整体构建原
创体系的稳固支点。”

中国电影必须要有中国的美学

●“现在电影市场整体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 电影导演王家卫说。必须先把市场做好，先有量

再求质，要允许那些导演和制片人多去尝试。可能会有一
些投机的电影产生，但那是不会长久的，会被观众所淘
汰。中国电影走向成熟，必须要有中国的美学，每一个国
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叙事方法和美学形态。

（孙先凯 辑）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按照省文化厅开展惠民文化活动的要

求，从1月9日起，省图书馆向社会征集以“共筑中国梦，
欢庆幸福年”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开展共享节庆文化资源
交流活动，共同营造普天同庆、团结和谐、奋发进取的良
好社会氛围，使广大读者度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发展，春节成为中华民族参与度
最高、最隆重的节日，并形成了丰富的春节节庆文化。”
省图书馆馆长冯庆东说，本次大赛主要以春节为背景，从
其独特的传统习俗、饮食文化、娱乐文化等方面，对生活
在齐鲁大地上的人民大众的春节节庆文化进行揭示。

据介绍，春节的传统习俗主要包括办年货，扫尘，守
岁，拜年，制作和粘贴春联、窗花、年画，放爆竹，祭祀
等内容；饮食文化主要展现春节期间的特色饮食，如腊八
粥、年糕、饺子、元宵、大饽饽等；娱乐文化内容涵盖春
节期间主要的文化和娱乐活动，主要是独具特色的民间文
艺表演，如扭秧歌、踩高跷、皮影戏、芯子表演等。

此次大赛要求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春节的各个元素
进行展现和揭示，挖掘节庆元素背后的历史文化积淀。参
赛作品只接受通过数码摄影、以电子文件网上传送的方式
投稿，届时将邀请摄影协会的知名专家对所有参赛作品进
行评审，获奖作品将被省图书馆收为馆藏，通过网上展
厅、读者活动集锦等多种平台或渠道组织展览交流。

山东春节民俗文化

摄影大赛征集作品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日前获悉，自今年元

旦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省文化厅在全省开展
“美丽非遗迎新春·欢欢喜喜过大年”全省民
俗节庆文化惠民系列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加强对传统节庆民俗的保护，营
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非遗保护的良好氛围。

“全省各地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展示系列活动将达到318项。”省文化厅
副厅长李国琳表示，“我们将充分运用各地
丰富多彩的非遗资源和传统习俗，组织开展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
样的节庆活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融
入群众，融入生活。”

1月13日，威海市群众艺术馆等单位主办
的“美丽非遗迎新春·欢欢喜喜过大年”非
遗项目进校园展演活动在古寨中学进行，邀
请锡镶、锯艺、刻瓷、剪纸等7个非遗项目
进行现场演示，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民间传统
技艺，激发学生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
趣，增强学生对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意识。

春节前夕，青岛市将举办“民俗文化大拜
年”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并送“福”
字猜谜语；台儿庄古城将举办“迎新春非遗
展”，在古城船型街展示布老虎、香包、土陶等
内容；青州古城将举行“非遗展演闹新春”活
动，在古街上进行龙虎斗锣鼓、腰鼓、蓑衣、京
剧折子戏等非遗民俗表演。

此外，在元旦、春节期间，我省还将举
办“传承中华文明·绵延齐鲁文脉——— 我眼
中的非遗”全省摄影大赛。李国琳表示，此
次大赛征集的主要内容是重点关注和反映我
省国家级和省级非遗名录项目的历史渊源、
传承活动、传承人生活、保护工作、展示传
播等内容的照片，反映存在于民间的传统节
庆庙会、民间绝技绝活、传统生产生活方
式、民间传承仪式、民间信仰习俗等内容的
照片，还有其他反映非遗资源的照片。“我
们不仅将组织专家进行评选，而且将对获奖
作品进行奖励，以此为契机在全社会掀起一
场关心非遗、参与非遗、展示非遗的热
潮。”

318项非遗展演活动迎新春过大年

□董乃德 毕倩倩 报道
近日，邹平县临池镇西高村民间文艺队自己制作蝴蝶、河蚌等演出道具，并自编《蝴蝶舞》、《河蚌戏珠》等独具山村村特点的舞蹈，在村

内及邻村进行演出，让山村充满节日喜庆气氛。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贾鹏 报道
河北梆子在乐陵市深受群众欢迎，去年共下乡演出河

北梆子100多场，观众达6万多人次，今年该市将继续推进
送戏下乡，为百姓免费演出。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王红军

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组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会”、实施县及以下
历史文化展示工程……1月15日，在全省文化
工作会议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
长徐向红表示，“2015年，我们要努力实现各
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加快建设山东道德文
化高地，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文化中心。”

过去一年，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建
设、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文艺
创作持续繁荣模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
建设、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对外文化交流
模式、政府信息公开工程等七个方面工作，山
东均领跑全国。省文化厅在全球华人首届国
学大典上还被授予“年度公共服务奖”。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建设，山东走
在前列。”徐向红介绍说，我省探索构建优
秀传统文化研究阐发、普及推广、传承保
护、对外交流工作体系，精心打造了世界儒

学大会、尼山论坛、尼山书院、乡村儒学、
乡村记忆工程等文化品牌。

目前，我省“文化传承阐发展示工程”
顺利实施，编撰出版古籍保护成果28种50
册，启动出版《山东儒学文献珍本丛刊》、
《孟子文献集成》、《儒学与艺术学论丛》
等一批文化典籍和学术专著。此外，全省艺
术科学传统文化课题立项196项，孔子研究
院“儒学研究”、“孔子文化传播”2个学
科命名为全省“十二五”文化艺术科学重点
学科。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山东
“走在前列”。2014年，我省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投入63亿元，公共文化馆站建设、
服务品牌打造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有5
个县(市、区)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入
选数量全国第一，总数达到40个，位居全国
第二；探索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农
村文化大院建设服务标准、公共电子阅览室
建设服务标准、山东剧场地方标准，省级非
遗项目、传承人管理办法，为制定全国标准
提供了重要参考。成功实现十艺节场馆有效
利用，演展活动持续不断，社会反响良好。

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模式“走在前列”。
舞剧《红高粱》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吕剧《回家》获“中国戏曲学会奖”，
山东梆子晋京受到好评。文化部推荐吕剧
《百姓书记》在全国巡演，并参加“庆祝新
中国成立65周年全国优秀剧目展演”。

“我们认真总结艺术精品创作经验，从
规划选题到专家论证、精品创作、打磨提
升、市场展演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作
路径。”徐向红表示，我省舞台艺术创作
“4+1”工程成功实施，文艺创作繁荣发展
长效机制基本形成。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建设，山东同样
“走在前列”。去年，大运河项目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我省世界文化遗产达到4个，还有
20个项目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名
录，总数达到173项，入选数量、项目总量均居
全国第二位。而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规划建设也走在了全国前列。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走在前列。我省
率先在全国建成了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
平台北方分中心，服务覆盖全国12个省份，
运行质量得到文化部充分肯定。文化市场信
息化建设加快推进，成为全国第一个所有
市、县全面实现平台上网运行的省份，健全
了实时监控、远程指挥、内容监管、移动执
法、电子案卷、执法办案等6大系统21项功

能，是全国科技监管体系最完善、功能最先
进的省份。

对外文化交流模式走在前列。2014年，
我省成功举办第三届尼山论坛，成功参与韩
国陶山论坛，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在核心价值
层面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澳亚文化节山东周
活动取得丰硕成果，青岛荣获第二届“东亚
文化之都”。

政府信息公开工程走在前列。省文化厅
官方网站蝉联全国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第一
名，获“年度最佳奖”、“公众参与领先
奖”，是全国唯一一个跨入“卓越阶段”的
文化行政部门官方网站。山东文化宣传推介
工程取得丰硕成果，中央媒体和省内媒体高
度关注和支持，有效扩大了齐鲁文化影响。

“‘十二五’收官、‘十三五’规划为
文化强省建设带来新机遇。”徐向红表示，
全省文化战线要认真贯彻省委提出的“走在
前列”的要求，着力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创新体系，着力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
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着力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着力创新文化市场管理，着
力推动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着力提升对外文
化开放水平，努力实现各项文化工作都要坚
持高点定位、走在全国前列。

坚持高点定位，打造区域文化中心

文化山东呈现“七个走在前列”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１月１５日讯 记者今天获悉，

“羚雅程韵”段晓羚京剧交响音乐会将于１
月２４日在山东剧院唱响。由山东教育出版社
等出版的《段晓羚程派唱腔欣赏专辑》也于
近日发行，收录了段晓羚演唱的《锁麟
囊》、《荒山泪》等程派代表剧目的９段经
典唱段，全面展现了段晓羚程派京剧艺术的
魅力和风采。

段晓羚现为省京剧院一级演员，省戏剧
家协会理事。她先后师从京剧教育家孟宪瑢
和京剧名家李世济、张芝兰、刘韵桐、赵秀
春，２００６年作为我省艺术界第一位引进的艺
术人才，千里迢迢从四川来到山东，逐渐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程派艺术风格，也为山东京
剧艺术增添了更加绚丽浓郁的色彩。在音乐
会上，段晓羚将演唱《锁麟囊》、《春闺
梦》等程派名剧的经典名段，《蝶恋花》、
《杜鹃山》、《江姐》等新编现代京剧的核
心唱段，淋漓尽致地展现多年来舞台表演的
深厚积淀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此次音乐会由省文化厅、省文联、山东
演艺集团主办，山东艺术学院李百华教授担
任总导演，著名京剧作曲家万瑞兴担任音乐
艺术指导，京剧教育家孟宪瑢担任唱腔艺术
指导，省京剧院作曲指挥于建民担任京剧指
挥，京剧表演艺术家、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副
团长王立军和天津京剧院著名铜锤花脸康万
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演出。

段晓羚京剧交响

音乐会将唱响泉城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讯 1月24日，山东省地矿宝玉石

鉴定中心、山东瑞博拍卖有限公司将在潍坊
东方大厦举行2015迎春艺术品拍卖会。据
悉，本次拍卖会共推出书画和玉石两大专场
共三百余件精品。

书画专场近二百幅书画作品，从时间
上，以清代、近现代名家作品为主，有享誉
国内外的书画大家精品力作，其中包括当代
书画家中的一些佳作。玉石专场看点颇多，
种类以和田玉新玉和明清老件为主。据介
绍，本次书画专场中济南市一所学校的老校
长捐赠了近三十幅作品，这些拍品成交后的
所有款项都将用于寺庙图书馆的兴建。

山东瑞博将举办

迎春艺术品拍卖会

□ 王红军

前些天，跟随省吕剧院赴基层演出，在
淄博市博山区乐疃村文化小广场见到了一面
简单的“文化墙”，但其内容“新二十四孝
图”却让我眼前一亮。如今，在基层农村或
社区，这样那样的文化墙随处可见，但少见
自己精心创作的特色内容，少有发挥热量的
基层“文化能人”。

这个“新二十四孝图”的可贵之处，就
在于是由当地人参照古二十四孝图的表现形
式创作的，以文字、图画、诗歌等形式，讲
述了膳食科学营养得当、生活起居整洁干

爽、居住环境温馨明亮等２４方面的内容，生
动形象。也为青少年提供了一部新时期的
“敬老守则”。

古语说：“孝为百行先”，古二十四孝
图就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骄傲。但是，它讲述
的２４个孝道的典型案例，描述的是孝的“极
致”，是人们追求孝的最高境界。时至今
日，这些故事中也有不合时宜的内容，如三
国时孟宗“哭竹生笋”、郭巨“埋儿奉母”
等故事，让人们继续效仿肯定是行不通的。

以“埋儿奉母”为例。晋代隆虑人郭巨
家里很穷，但对母亲极孝。郭巨的母亲非常
疼爱孙子，经常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
郭巨因此深感不安，担心养这个孩子影响供
养母亲，就跟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
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
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忽
见一坛黄金，上面写：“天赐孝子郭巨，官
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

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看到这个故事，郭巨“孝顺”的美名是

有了，但我实在感觉有些“恐怖”，不仅自己不
敢去想做这样的孝子，并且后怕自己的长辈
是孝子了。在有些乡村的文化墙上，这样的

“孝顺”故事依然存在着，跟我们讲求孝道的
目的有所偏差，有时甚至会背道而驰。

一面小小的“文化墙”，既可以起到弘扬
传统文化的作用，也有着教育青少年的目的，
还是一种美化环境之举，值得肯定。而在基层
文化建设中，类似“文化墙”这样的文化舞台
不少，关键是我们要“用好人”，从弘扬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认真真、踏实做
事，而不是简简单单、敷衍了事。

在这方面，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我
们的基层“文化能人”。现在，全省都在积极
建立文化志愿者队伍，面向社会发现人才，不
仅吸纳专业文化工作者，而且将基层“文化能
人”吸引进来，但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文化能

人”与服务对象、活动项目的有效对接，让他
们在文化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前一段时间，我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临
淄采访，陪同的就是一名当地的语文教师。
但每到一地，地下可能存在的文化遗址，每
到一村，古代现代走出的历史名人，他都如
数家珍，完全不亚于一名专业学者。在基
层，这样的“文化能人”还有很多，但如何
让他们主动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呢？

在基层经济水平、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
今天，我们不能把文化投入简单化为“硬件”
建设，而应该推动文化资源和人才更多地向
基层倾斜，从事业上、艺术上、生活上支持民
间文化人才施展才华，使他们组建歌舞队、组
建戏曲协会，以及在文化墙上写写画画，留住
他们强烈的参与文化的“主动意识”。

当地的文化人，来做当地的文化事，这
样肯定能取得非凡的效果，基层文化生活也
会展现出持久的活力和激情。

莫忘基层有“文化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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