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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新

山东近期正式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和实施标
准，总体分析，呈现出四大特点。同时，
《实施意见》和实施标准也融入山东文化元
素，彰显山东的文化和特色，体现着自己的
创造性。

四个突出特点

第一，行动迅速，率先出台。中办、国
办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实施意见》后，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
实加强领导，出台配套的意见和标准。各省
都在研究和制定本省的实施意见和实施标
准。山东属于率先出台，做了表率，这也体
现出山东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
强。

第二，全面规划，重点突出。比如，山
东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体系有四大重点任
务，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提高服务效能、
提高数字化服务水平、推动社会化发展，都
表述得非常明确。指出的发展方向也特别明
确。

第三，更多地融入了山东元素，体现了
山东文化建设的特点和山东文化的风格。印
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当
中，如何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山东是孔
孟之乡，儒学的发源地，所以，山东的《实
施意见》着力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
面部署了一些重点任务。比如，通过齐鲁文
化传承创新工程，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通过推进“图书馆+书
院”模式，发展乡村社区儒学，开展县及县
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等形式，来展现并传
承发展山东的优秀传统文化。我的感觉就
是，山东在《实施意见》中，在积极探索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怎么样和优秀传统文化
紧密的融合，或者说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怎么
样能够变成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可以说，
山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找到了实现的途
径，给别的地方树立了样板。

最后，山东的《实施意见》对国家《实
施意见》进行了有效的衔接和延伸。衔接
当然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延伸。所谓延
伸，实际上就是山东要通过创造性的工
作，或者创造性的一些活动，来拓展公共

文化体系建设，彰显山东特色。比如，山
东要求在全省公共图书馆中实行的“总分
馆制”，把过去一个个单独的设施，变成
一个组织体系，在这个组织体系当中实行
统一的服务政策，并由图书馆、文化馆，
拓展到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这是一种升华。再比如，山东省的《实施
意见》中，强调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形
成多元共治的文化治理结构体系，完全符
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还有，关于
人才培养，山东省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
出，要把公共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这都有更广的延
伸。

这里提到延伸，其实质就是创新。当
然，山东的创新并非出于奇思妙想，而是结
合山东地方实际，融合山东文化特色进行的
创新。比如，刚才提到的图书馆“总分馆
制”，目的就是提高服务效率，让不同节点
上的服务水平都一致，往高里说，就是实行
城乡公共文化的一体化，这都是一些创造性
的做法。

切实保障群众文化权益

《实施意见》出台后，相关专业人士都
在研究探讨文件的意见和价值。其实广大群
众也非常关心，出台这个文件后，能获得什
么样的实惠？

群众想问的，恰恰也是政府想要回答
的。群众想要的文化实惠，也是政府通过
《实施意见》追求的目标。因为公共文化服
务最根本的目的，是保障老百姓的文化权
益，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所以如果老百
姓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那么《实施意
见》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山东公布《实施
意见》，明确表述了目前这个阶段，在当前
经济发展水平上，山东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
哪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这些公共文化服务
项目的基本内容、种类以及数量和水平。

尤其是跟《实施意见》配套，山东同时
公布了一个《实施标准》。有了这个《实施
标准》，老百姓享有哪些文化权益，政府如
何保障去实现这些文化权益，都条目清晰地
罗列出来。比如说我们的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美术馆，凡是有文献收藏的地
方，要免费向老百姓提供基本文献的借阅。
再比如，山东省内的公共图书馆，它基本的

藏书链到什么程度，每年应该购买多少图
书，在什么地方应该设置公共阅报栏，这些
内容在标准中都有明确规定。

标准都会动态调整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水平，是个相对的
概念。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水平的依据是什么？
首先是老百姓的需求，其次是政府的财政支
撑能力，所以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也
正因此，任何时期的保障标准、保障水平都
是相对的。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山东省的
《实施意见》和实施标准，都强调动态调
整。

为什么需要动态调整呢？因为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保障水平要不断提高。现在通
过这个标准，给老百姓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
基本保障。山东的实施标准，一般来说高于
全国的指导标准，因为山东的经济社会整体
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了，国内
还有比山东经济发展更好的地方，它的标准
可能比山东还要好。因此不论是国家的还是
山东省的《实施意见》和实施标准，都是动
态调整的过程。

另外，现在的《实施意见》规划的是
2015年到2020年，之后肯定会作出新的规
划。所以公共文化服务，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永远在路上。

(作者李国新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

《实施意见》体现了山东文化建设的特点和风格

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6月26日，青岛市南区珠海路街道举行文艺汇报演出，辖区居民载歌载舞，表达对建党九

十四周年的庆祝和对祖国明天的祝福。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陈方明 高占根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从山东省文物局获悉，山东省文物

局《关于杨家盐业遗址群保护规划编制立项的请示》获得国
家文物局的批复，杨家盐业遗址群保护规划开始编制立项，
并对规划编制和遗址群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也
标志着杨家盐业遗址群正式成为国家级保护项目。

据介绍，杨家盐业遗址群在山东乃至全国盐业遗址保
护中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杨家盐业遗址群位于滨州市沾化
区城北8公里，杨家庄村西北2 . 5公里处。徒骇河从遗址群
西部穿过，太平河经过遗址群的东部，遗址群东距渤海海
岸线约42公里。杨家盐业遗址群规模巨大，面积达360多
公顷，经调查已发现22处盐业遗址。2013年5月，杨家盐
业遗址群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填补了沾
化区没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空白。

杨家盐业遗址群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盐
业遗址群之一，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北部沿海地区
的盐业生产提供了重要史料。为进一步做好杨家盐业遗址
群的文物保护工作，2014年11月，借助杨家盐业遗址群列
入全省盐业大遗址考古规划的机遇，积极争取省级大遗址
保护专项资金88万元，对杨家盐业遗址群进行科学规范的
调查、勘探并启动《杨家盐业遗址群保护总体规划》编制
工作。

滨州市沾化区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从保护杨家盐业
遗址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出发，进一步加强遗址群保护
现状、价值和管理等专项评估和研究，制订了有针对性
的规划措施。突出了遗址群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
制订了相应的管理规定和控制指标。在分析遗址群所处
位置、遗址特点以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基础上，
合理规划遗址群的展示利用。目前，已对杨家盐业遗址
群进行了全面勘探，勘探面积为24平方公里，共勘探遗址
22处，窑19个，灶1个，坑池2个，灰坑2个。

据悉，沾化区杨家盐业遗址群于1950年发现，1955年
做过试掘，当时还发现有东周时期墓葬，出土过青铜
矛、剑、贝货等。1978年进行过钻探，划定了保护范
围。2007年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滨州市文物管理处等单位以遗址保护
碑为中心向四周做了勘查，仅在保护碑周围15万平方米
的范围就发现了10处商周时期遗址。杨家盐业遗址群出
土陶器除盔形器外，多个遗址还出土了烧熘、变形的盔
形器，还有极少量生活器皿，有厚方唇商式簋、绳纹小
口罐（瓮）等。从以前调查情况来看，南部盐业遗址
早，北部晚。制盐作坊群也存在由南向北逐渐迁移的过程
（北部、东北为海）。

杨家盐业遗址群

成国家级保护项目

杨家盐业遗址出土的盔形器。

□刘庆礼 李可富 报道
6月26日，山东大学艺术学院资深教授张乐毅巨幅国

画《万马奔腾》捐赠收藏仪式在济南军区燕子山庄礼堂举
行。

该作品长365厘米，高144厘米，所画骏马栩栩如生，
气势非凡，具有鲜明的“乐毅画马”特质，是一幅难得的
艺术珍品。《万马奔腾》以捐赠的形式于“七一”建党节
前夕被济南军区燕子山庄收藏。张乐毅现为山东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
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画院高级画师，山东大学校友书
画研究院院长。绘画题材涉猎广泛，尤以画马闻名海内
外，被称为“画坛牧马人”、“当代画坛画马第一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15年6月29日，潍坊公共文化云平台

上线试运行。公共文化云平台探索运用“互联网+公共文
化”服务模式，整合图书、文博、非遗、文艺等各类文化资源，
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数字技术，建设一个全方位覆
盖、多终端访问、多通道发布的公共文化云平台，通过云连
接、云操作和云存储等手段，将文化资源打包上“云”，让群
众共享知识服务、艺术欣赏、文化传播、虚拟场馆、交流互动
等公共文化云应用，使城乡居民足不出户都能通过网络免
费享受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和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潍坊公共文化云平台通过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手
段，健全了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需求、反馈机
制，促进实现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与群众需求的有效对
接，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现代化、社会化方面进行了
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探索。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潍坊各县市区均将建设相对应的
云平台，进一步完善全市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网络体系，
并将结合推动三网融合，使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资源，通
过电脑、电视、手机、平板等数字媒体终端，向广大群众提
供丰富、便捷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的全面提升，更好地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潍坊公共文化云平台试运行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6月27日上午九点，记者来到济南市群
众艺术馆时，前来报名参加“新市民·新课
堂”暑期特色培训班的家长和孩子已经排起
了长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济南皮影是
此次暑期特色培训班的项目之一，“80后”
非遗传承人李娟忙着与前来报名的家长和孩
子讲一些济南皮影戏的知识，“皮影戏亲子
班能让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不光让孩子体
验皮影的乐趣，也能让家长了解皮影，在全
社会普及非遗知识。”李娟说。

济南皮影戏2008年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第三代传承人李兴时在
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如今，他的孙女李娟不仅继承了
爷爷的技艺，还在皮影戏的传承上，将时尚元
素融入其中，为非遗传承探索了一条道路。

“拼”出皮影传承的道路

出生在一个曲艺艺术世家的李娟，从小
耳濡目染。经常跟着爷爷学几句山东快书，
摆弄几下皮影。而且在爷爷的严格要求下，
每天练习讲故事、画漫画、剪纸等。“皮影
是一项动与静结合的艺术，不光有台上的表
演，还要有台下皮影戏的剧本写作，皮影人
物的制作等。小时候很不理解爷爷让我每天
做的‘功课’，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为我如
今制作皮影打下了基础。”李娟说。

在学业之余，李娟非常喜欢摆弄家里的
皮影。年龄稍长，经常在爷爷演出时打打
下手、帮帮忙。15岁的时候，李娟已经能
够在爷爷的伴奏下演出一场皮影戏。从那
时起，她就萌生了以皮影为业、将家传皮
影戏传承下去的念头。2012年春节，李兴
时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登台，李娟挑起了大
梁，顺利完成演出任务。在病床上观看节
目录像的爷爷很激动。“那是一种高兴，
也是一种认同。”李娟说，“从那时起，
得到了爷爷的认可，真正独立走上了皮影
的道路。”

2012年，第二届中国儿童艺术节期间，
济南市“宝贝亲子剧场”希望李娟能够演出
一台儿童剧的皮影戏。“接到任务时离演出
已经不足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写剧
本，做皮影，排练，演出，当时也是拼
了。”李娟说。当时为了一个皮影人物的制
作，她从下午四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十几
个小时一直专注于剪皮子、上色，到最后完
成时双腿已经浮肿。“所谓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如果不付出，给自己放松，是应
付观众，也是应付自己，应付艺术。”李娟
说，就是凭着这股“拼”劲，不只是当时的
演出很成功，也让济南皮影传承的道路越走
越宽。

皮影传承要与时尚接轨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
中，有一段皮影戏的剧情。为观众所不知的
是，这段皮影戏的演出者正是李娟本人。并
且，李娟在其中担任范冰冰的替身进行皮影

戏表演。
从那之后，皮影戏和李娟着实又火了一

把，选秀、演出的邀约接踵而来。“作为电
影和电视前身的皮影戏，过去很受人们喜
欢。但现在少有人问津。”李娟不无惋惜地
说，“随着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重视，皮影戏又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当下飞速变化的社会中，紧跟时代、融入
时尚元素是皮影戏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

在济南皮影工作室，记者看到了皮影戏
幕后的道具：除了传统的皮影人物外，李娟
还巧妙地将动画片里的喜洋洋、熊大熊二、
白雪公主等角色做成了皮影，李娟还将动画
片的故事情节“移植”到皮影戏上，编排了
小朋友喜欢的“动画皮影”。最近，李娟在
研究“荧光皮影”，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粉代
替传统的颜料涂在皮影之上，在表演过程中
甚至可以不用后面的灯光，观众也能看到色
彩分明的皮影人物。“这样的皮影戏甚至能
够打破幕布的限制，观看效果和电影、电视
一样。”李娟告诉记者说。

“舞台艺术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些
艺术形式完全可以为皮影戏所借用。比如，
魔术、提线木偶等都是我下一步准备融入皮
影戏中的元素。”李娟说，“皮影戏是一项
古朴的技艺，传承下去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
俱进地将时尚元素融入其中。”

皮影的未来在孩子身上

现在，除了日常的皮影戏演出之外，李娟
还成为济南市趵突泉小学、芙蓉小学和纬二
路小学三所学校的“特约教师”。在周一至周
五的下午时间，为孩子们教授济南皮影的兴
趣课。在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的支持下，李娟
在趵突泉小学开设的兴趣课已经有三年的时
间了。“现在孩子们能够独立完成四个节目的
皮影戏表演呢。”李娟高兴地说。

“给孩子们讲课是为了把皮影戏引进课
堂，让他们从小接触皮影戏，能更好地普及
有关皮影戏的知识，也让孩子体会到皮影的
乐趣。”李娟说，“与流行的动画、电视、电
影不同，皮影戏可以让孩子参与进来，亲自
体验创作、制作和表演的乐趣。”

最近，一部《舌尖上的安全》在趵突泉
小学上演，“孩子们既能体验到表演的乐
趣，也能从中学习到生活中食品安全的知
识，很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李娟表示。

“皮影戏原本是由一个剧团来完成表演
的，只是学习皮影戏的人越来越少，表演不
得不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李娟对皮影戏的
现状也隐隐担忧。现在，她将皮影戏引进课
堂，“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发现在皮影
戏表演中有天赋的孩子，对其进行培养，储
备皮影戏表演的人才。将来能够再组成皮影
戏剧团，把这种传统艺术更好地传下去。”

与时尚接轨，让孩子参与
——— “80后”非遗传承人探索皮影戏传承之路

李娟在教小学生皮影戏。

张乐毅巨幅国画捐赠

济南军区燕子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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