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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环球自然日——— 青少年自然科学知

识挑战活动”是全球范围内深受青少年欢迎的自然科普
教育活动。7月16日至21日，2015“环球自然日”全球
总决选在山东博物馆举办，这也是山东首次承办全球总
决选。这次总决选分为国内展览组、国内表演组、国际
展览组和国际表演组四大部分。比赛亮点纷呈，不仅是
历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而且有展览，有表演，世界
各参赛地区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共同上演一场展示不同
文化、又不受国籍限制的青少年自然科学盛会。

“环球自然日”活动由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主席肯
尼斯·尤金·贝林先生发起，今年是第四届，目前已在美
国、泰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11个省市举
办。

2015年“环球自然日”全球总决选将是近年来规模最
大、参赛水平最高的一次，主办方派出了涵盖多个领域的
高水平专家作为此次总决选的评委团队，为青少年的科学
创新指点迷津。

此次在山东博物馆举办的全球总决选，是全球范围内
经过选拔后的优胜者之间的较量。不仅包括北京、上海、
天津、重庆等国内分站赛的佼佼者，更有来自美国、泰
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选手参加，是一次世界级的
科普交流。

据山东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全球总决选过
程中，山东博物馆充分利用展厅、孔子学堂和学术报告
厅等多个地点，全方位展示青少年展览和表演的精彩内
容，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过程中，研究、探索“自然界
的大事件”。“在比赛的过程中，由孩子独立自主地完
成整个比赛，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也是很好的锻炼和挑
战。”

7月20日，2015年“环球自然日”全球总决选颁奖
盛典在山东博物馆礼仪大厅举行。全球的青少年们手牵
手坐在古色古香的蒲团之上，零距离沟通交流，加深友
谊。同时，通过多种多样的多媒体展示，在回顾2015年
环球自然日比赛的精彩瞬间及优秀作品的同时，选手们
又获得了一次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的机会。

环球自然日

全球总决选在省博上演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张维肖

◆ 个人介绍 于联华，女，1960年生，
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现任山东省文联
副主席、山东省妇联执委、山东歌舞剧院艺术
指导。一直从事声乐演唱工作，曾荣获文化部

“文华”表演奖、“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声
乐比赛一等奖、中国声乐比赛二等奖、全国
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等。1989年8月加入致
公党，为第七、九届全国青联委员，山东省第
九、十、十一、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歌唱天赋萌于话剧

1976年，16岁的于联华进入烟台市话剧
团。不久，大家却发现，只要她在哪里出现，哪
里就会有歌声。

1985年的“泉城之秋”艺术节，于联华一
曲《海风轻轻吹海岛》倾倒了观众和评委。此
后，她调入山东歌舞剧院并师从歌唱家尹世
英，训练科学的民族唱法和演唱技巧。1 9 8 9
年，她参加了山东省第三届青年电视歌手大
奖赛，以《打秋千》获得专业组民族唱法一等
奖。

面对佳绩，于联华并没有沉醉，获奖次
年，她只身赴京，拜于培养出李谷一、彭丽媛
等歌唱家的著名声乐家金铁霖门下，开始了
更为严格艰苦的专业学习。她回忆说：“跟金
老师进修的这一年给我的感触特别深。以前
别人经常说我在演唱方面有天赋，久而久之，
我自己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通过高强度训
练，我感到一个人要有所为，光靠天赋、靠投
机取巧是行不通的，你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
的努力，还必须具有百折不回、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的勇气和毅力。”

1 9 9 0 年7 月，于联华首次在全国性大
赛——— 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取
得了专业组民族唱法三等奖，刷新了山东在
全国历届歌手大赛中的名次记录。同年，她荣
获全国“每周一歌”歌曲征集评选金奖。1992
年，在第五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于
联华夺得专业组民族唱法二等奖，同年又摘
取了第一届中国民族声乐比赛演唱奖。

凭借自己的天赋和不懈努力，此时的于

联华已经成为山东才名并具的青年歌唱家。
成名之后，她有许多次机会走出山东，在新的
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但醇厚的乡情、亲切
的乡音、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怀，使于联华一次
次谢绝了厚聘，扎根“生于斯、长于斯”的齐鲁
大地，用自己动人的歌声回报家乡。

刻苦排演喜摘“文华”

1991年，山东歌舞剧院复排大型歌剧《江
姐》，当时还在北京求学的于联华奉命回团出
演女主角江雪琴。不少人担心她身材略显单
薄，会与剧中人物的形象有差距。但于联华运
用训练有素的形体动作、声情并茂的演唱技
巧，把一个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和丰富细腻
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

于联华曾说，一个好的歌手，应该向多方
面发展，博采众长，才能艺有所精。1995年，在

歌剧《徐福》中，主攻民歌的于联华另辟蹊径，
采用美声唱法塑造了阿辰的形象，将一位纯
真善良的日本少女刻画得楚楚动人。有专家
评论说：“看她的演出，让人联想起在高水平
的冰上舞蹈：时而跳跃，时而旋转，时而舒缓，
每一个细节，都会在那洁白的冰面和人们的
心海里，划下深深烙印。”

凭借歌剧《徐福》，于联华荣获文化部最
高奖——— 第五届文华表演奖。同年11月，她又
以出色的演唱获得“国家科学与和平周”全国
声乐比赛民族唱法一等奖。

收获的背后总有着不为人知的巨大付
出，于联华后来回忆说：“为了排戏，我6个月
就给孩子断了奶。那时我在这个屋里练唱，孩
子就在那个屋里哭，让孩子受了不少委屈，但
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突破自我添彩山东

在艺术舞台上飞翔，于联华没有停止过
超越自我的脚步。1996年她又在全国声乐比
赛中荣获二等奖，在由中宣部、中组部、广电
部、文化部主办的歌颂《孔繁森征歌》比赛中
获得优秀演唱奖。1998年全国第六届艺术节，
于联华在歌剧《高高的采油树》中饰演女主角
王玉珍，生动刻画了一位共产党员妻子任劳
任怨的高风亮节，并由此荣获山东省文化厅
颁发的表演一等奖。2008年，她以《我爱我的
祖国》荣获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演唱一等奖。

多年来，于联华在许多重大文艺晚会中
挑梁，也多次出国巡演，发布个人专辑《远方
的海》、《爱的诉说》，以其清纯甜润的嗓音和
出色的表演为山东争得了荣誉。

从事艺术生涯33年来，于联华为党和国
家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突出
成绩。她也在各项高级别比赛和歌剧表演中
不断突破和升华，成为山东歌坛成就显著、广
受欢迎、影响力较大的代表性人物。

心系公益尽职敬业

在艺术道路上奋进的同时，于联华积极
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履行自己作为公众人物
的职责。加入致公党并当选为山东省第九届、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她关心政
治、注重学习，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并为山东
省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积极献言献策、提交提
案。作为文联副主席，她积极发挥个人专业优
势，深入企业厂矿进行演出，做好服务工作，
在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
努力。

对待事业，于联华精益求精，严以律己。
她帮助和辅导青年演员，推动声乐艺术事业
的发展，参加演出，不分条件优劣，主动参加

“文化三下乡”演出活动和公益性社会活动，
多次受到立功嘉奖奖励。1996年、2002年获山
东省“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称号，2009年荣获
山东省委宣传部“三等功”，同年荣获文化部
授予的“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0年入选山东省委组织部、宣传部“齐鲁文
化英才”，2 0 1 1年当选中宣部全国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
从山东烟台走出，在齐鲁大地成长，歌声

传遍祖国大江南北。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不
懈的努力，于联华博采众长，厚积薄发，用美
妙而灵动的歌声在艺术的舞台上闪耀出了夺
目的光华。当前，她坚守着一位杰出艺术家的
品格与职责，关心着山东的文化艺术发展，联
壁众家之长，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于联华：联璧众家，灼灼其华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今天面对来自全省各地的剪纸技艺高
手和爱好者，更多的是与大家交流，向各位
前辈学习的。”7月15日，由文化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办，省文化厅非遗处协办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剪纸技艺传承人培训班”上，作为剪纸
技法课程主讲人的董月芹谦虚地开场。记者
发现，剪纸技艺培训班的学员有年轻人也有
年长者，有带着自己作品集的高手也有求知
若渴的业余爱好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能摆弄起一把剪刀，让红纸在他们的
手中变幻成各种美妙的图案。

培训班上，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作品令
人大饱眼福，各地剪纸手艺人探索市场化传
承的道路也令人啧啧赞叹。多位剪纸艺术家
表示，要在时尚化和商业化的大潮中坚守剪
纸的文化性。

妙“剪”生花各有不同

茌平县素有“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
的美誉，来自茌平县的董月芹将她“组剪”
作品《枣乡风情》展示给学员们的时候引来
一片赞叹。收割玉米老农、正在做饭主妇、

骑车上班工人……众多人物个个活灵活现，
并且颜色也改传统的红色为以红黄黑绿等套
色为主，形象地描绘了生活的各个侧面。
“传统的民间剪纸，在内容上多反映喜庆、
吉祥、如意、忠孝之题材，而茌平剪纸的内
容多是反映人们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情和活
动。”董月芹向记者介绍说，“据我所知，
这种贴近生活的剪纸题材是非常独特的。”

在课堂交流期间，来自威海乳山市的剪
纸艺人潘周被大家围了个严严实实，大家都
在屏气凝神地观看他如何用一把剪刀剪出如
发丝般细的“细毛”。潘周告诉记者说，乳
山剪纸从技法上分有写实、粗犷和细腻三种
流派，他自己的风格属于细腻派。“在过
去，房子窗户都是用木头钉成的木格段，用
纸糊上遮风挡寒。过年过节或遇有喜事时就
再糊一次纸，贴上一些剪纸图案。红白相
映，寄托喜庆、祈福等寓意。从某种意义上
说，剪纸是贴近生活的，是最能反映当地文
化的符号。”

小小剪纸闯市场

一幅小小的剪纸不仅能给生活增加美
感，也能创造出经济价值。前段时间，烟台
剪纸大师朱曼华所创作的《清明上河图》长

卷剪纸作品，以29万元的天价被新加坡收藏
爱好者收藏。“现在剪纸作品一平方尺的均
价要2万9千元呢。”参加此次培训班的朱曼
华之子胡文告诉记者说，“现在已经在烟台
的公园、古玩城开了几家展厅，烟台特色的
剪纸已经不仅仅是平常使用的装饰品，更成
为礼品、艺术品，为普通群众和收藏爱好者
所喜爱。”

“剪纸艺术必须走进市场，才能让精美
的剪纸艺术作品在现代社会有强大的生命
力，也不必让人们为技艺的传承而忧心忡
忡。”胡文说。剪纸需要走向市场，但走向
市场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在菏泽市剪纸艺术
委员会会长杨秀玲看来，互联网能为剪纸工
艺提供营销的入口。“今年6月初，全国第一个
淘宝大学县域电商培训基地落户郓城，这为
剪纸外销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杨秀玲打算
借淘宝大学提供的电商营销培训的机会，学
习电子商务的技能。“相比通过店铺来卖剪
纸的传统方式，电子商务能让更多的人了解
剪纸、喜爱剪纸，更方便买到剪纸。”

不能将剪纸作为简单的装饰品

“贴上蛇盘兔，种下摇钱树。蛇盘兔，
必定富。……”在培训班现场，来自临沂的

剪纸艺人徐洪芹和着民谣，剪刀走画，不一
会儿一幅“蛇盘兔”的传统剪纸就完成了。
“口传的民谣和剪纸相互配合，让剪纸过程
成为增加喜庆气氛的过程。”徐洪芹说，
“一幅剪纸，一个故事，这是剪纸技艺这项
民间传统的精华所在。”

“现在很多人将剪纸作为一件简单的装
饰品是过于肤浅了，其实每一幅剪纸作品中
都有独特的‘剪纸语言’，蕴含着民间文化
的符号。”潘周说。他拿出一幅“楚霸王出
生”的剪纸作品展示给大家看。“这是一幅
用在小孩子肚兜上的剪纸图案，其中有人有
虎有龙有雕，寓意着‘龙生、虎养、雕打
棚’，是对孩子的美好祝福。”潘周说，
“而很多人认为图上是人、蛇、猫和鸟，只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这就弄丢了剪
纸中的文化寓意而完全误读了。”

“很多现代技术工艺能让剪纸作品更加
漂亮、好看，让人们看到后很喜欢。但其中
有什么寓意却为人们所忽视，追求时尚而丢
了文化，这是非常可怕的。”齐鲁工业大学
艺术研究院剪纸艺术研究所所长顾朋泉说。
“通过现代工艺让剪纸更好看，通过产业化
道路让剪纸活下来，都是剪纸现代发展的道
路。但走这条道路时，千万不能将其中的中
华传统文化的寓意丢失。”

剪纸手艺人探索市场化传承道路

剪纸不能追求时尚丢了文化

□ 高迎刚

近日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实
施意见》根据我省实际情况，突出山东特
色，将国家意见具体化，为我省“十三五”
时期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方
向，也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工作指南。

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诸项内容
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丰富公共文化
产品与服务供给，分别涉及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手段和内容，二者共同遵循文
化建设“惠民利民”的基本原则，服务于“保障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根本目的。

就如何提升山东省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而
言，《实施意见》将国家意见中涉及到硬件
和软件的要求合二为一：以科技发展为依
托，在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的基础上，大
力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建设。
如此，则公共文化建设既有充足的场所，也
有畅通的传播渠道，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都能
够满足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我省的《实施意见》将
国家意见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现代传播能
力”的要求，具体化为“提升广播电视公共
服务能力”，这一方面突出了“广播电视”
在我省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也使《实施意见》更加符合我省的实际情
况。现阶段，广播电视无疑是我省（尤其是

在广大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现代传播手
段”之一，在我省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广播电视作为我省
公共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能够使广
大人民群众便捷地接收信息，享受公共文化
服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打造基层政务信息
发布、政策宣讲和灾害预警应急指挥平台。

就如何丰富我省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
给而言，《实施意见》将国家意见的相关要
求落实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活动的组织
两个方面，并在具体表述中凸显了富于当代
山东特色的内容，主要体现为优秀传统文化
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弘扬。近年来我省在儒
家思想的传承和弘扬方面，倾注了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打造了一系列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代表性品牌。除已经产生良好影
响的“乡村（社区）儒学讲堂”、“孔子学
堂”等服务活动外，去年初以来，省委宣传

部和省文化厅在全省推广的“图书馆+书
院”建设模式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实施意见》特别强调了公共文化创作生产
的当代性，鼓励创作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优秀文艺作品。除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弘扬外，以乡村记忆工程、历史文化展示工
程、红色文化挖掘展示工程为代表的各种文
化品牌的打造，也极大地丰富了我省公共文
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既不能
简单图解国家政策，也不能沿袭传统做法；
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嫁接其他地区
的成功经验；而必须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
不断创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产
品；同时也要紧跟时代科技发展的步伐，努
力打造适合当代公共文化建设的服务模式。

（作者系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副
教授）

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网络化建设

丰富优秀产品和服务供给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17日晚，青岛市市南区社区公益剧

场在八大峡广场启幕，备战“群星奖”山东省决赛的胶东
大鼓《“鸡”不可失》、小品《我相信你》和相声《中国
好曲艺》等原创精品，以及舞蹈《扬帆》（上图），一一
登场，献给市民。

这项由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主办的公益文化活动，
将在未来两个月内，持续为社区百姓奉送百余场清凉文化
大餐，让百姓在自家门口实现“周周演，天天看”。

市南区以社区基层为重点，做精做细文化供给渠
道，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选址香港花
园、汇泉广场、八大峡广场等城市文化空间，打造10处
社区公益“露天剧场”，并投入百万元，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把青岛演艺集团的“孝感天下”曲艺专
场、儿童剧专场、“国粹京剧”戏曲专场和“记忆中的
歌”、“红色经典”歌舞专场等专业演出引入社区，把
《智取威虎山》《风暴》《分手大师》等优秀影片送到社
区居民家门口，以高水平的艺术形式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
生活。

“社区公益剧场”是今年市南区公益文化服务的创新
品牌，也是“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希望通过这种固定场
所、集中展演的方式，探索解决城市社区组织相对松散、
文化输送难度较大的问题。

专业院团走进露天剧场

百场文化服务政府买单

□薄纯民 报道
扬琴戏发源于利津县汀罗镇光前村，为把扬琴戏原汁

原味地传承下去，演员们在上台演出时，都要认真仔细地
化妆，确保每一个演出细节到位。

于联华2009年个人独唱音乐会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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