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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泰安讯 2月19日，由省文化厅主办，泰安市文

广新局承办的“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传统音乐项目
专场演出在泰安文化艺术中心泰山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
潍坊、菏泽、莱芜、临沂、泰安等市的12个精彩节目让现
场观众享受了一场震撼人心的非遗音乐盛宴。

演出在莱芜长勺战鼓的震撼演出中拉开帷幕，泰安市
山东梆子《天赐禄》表现了包公为西凉公主平反、伸张正义
的故事片段，让市民过足了戏瘾。潍坊诸城派古琴艺术风格
细致、含蓄、质朴、流畅，袅袅余音把观众的思绪拉回到春秋
战国时期。东平渔鼓《一曲唱东原》的演员手拿三尺长的竹
筒，配上木筒板拍打发出响音说唱。一人边演唱边伴奏，右
手拍击渔鼓，左手敲击竹板作为伴奏，让观众回味悠长。而
泰山皮影戏《大圣伏牛》更是把晚会推向了高潮，在座观
众掌声雷动，笑声不断。菏泽市弦索乐《乡音和鸣》这一
东方的民间交响乐，旋律优雅柔美，和声浑厚动听，既有
古色古香的风格，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近日，在全省文化干部2016培训班上，
省文化厅对文化精准扶贫任务作出系统部
署，将文化精准扶贫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
入省文化厅与各市签订文化建设目标责任
书，对各市提出不同目标要求，制定任务
书，排出时间表，细化分解任务，压实工
作责任。省文化厅在深入调研，摸清文化
扶贫基本情况下，着手研究制订《2016—
2018文化精准扶贫开发实施方案》，把7005
个贫困村文化大院(文化活动室)扶贫任务全
部分解落实。

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指出，目前，山东
文化工作瞄准一个目标，就是紧紧围绕提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
设，把山东建设成为区域文化中心和道德文
化高地。其核心在“全面”，不让一个人掉
队，不让一个区域落后，不让一个领域有短
板。徐向红强调，文化建设不能落后，还要
走在全国前列，面临着补短板、兜底线、提
水平、创亮点的艰巨任务。今年起山东将统
筹整合各类文化资源，多渠道、全方位推进
文化精准扶贫。

将综合文化活动室覆盖到全省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省1826个乡镇
(街道)已基本建成综合文化站(综合性文化中
心)；80011个行政村(社区)中，75855个建成文
化活动室(文化大院)，其中28004个已基本达
到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标准，占全省行政村
(社区)总数的35%。“实施文化行业精准扶
贫，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发展，下一步的
工作目标是将全省7005个贫困村文化大院(文
化活动室)扶贫任务全部分解落实。2016年，
全省7005个省定贫困村60%以上建综合文化
活动室。”徐向红说，“对于7005个贫困村
综合性文化活动室的建设，标准不能低。要
求面积不低于80平方米，配套建设文体小广
场，面积不低于2 0 0平方米，并建有阅报
栏、电子阅报屏、公益广告牌、健身路径、
灯光、有源音箱等必要的配套设施设备。”

为保障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活动室建设的
资金，我省将其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争
取彩票公益金等资金来源，省、市、县三级
政府为省定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活动室提供设
备购置和服务所需经费。

根据计划，到2018年将普遍建成集宣传
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体
育健身、文化遗产保护等功能于一体，资源
充足、设备齐全、服务规范、保障有力、群

众满意度较高的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设施和
场所。建立一套符合实际、运行良好的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打造一支扎根基层、专兼
职结合、综合素质高的基层文化队伍，广泛
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形成常年坚持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
文化活动。

让文化产生扶贫内在动力

160多家桃木雕刻生产企业，突破10亿元
的年销售收入，超过4万人的从业人员……
这是因盛产“肥桃”而闻名的肥城市因势利
导，把桃木雕刻这项传统非遗项目做活、做
大的一个典型。

“目前，全省以非遗项目为依托的企业
和经营业户达到92118个，年营业收入811 . 07
亿元，利税92 . 53亿元，从业人员232万余
人。”徐向红介绍说，“传统的非遗项目与
文化产业融合，能让文化产生授之以渔的扶
贫内在动力。”下一步，我省将充分挖掘和
利用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深入实施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发展“非遗衍生品电
商”，大力推进“互联网+传统工艺”，壮
大齐鲁民俗文化产业，拉动贫困村农民就
业，促进增收。

此外，我省已经连续3年组织开展扶持
1000位“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
艺”活动。2015年国家级、省级、市级、县
级代表性传承人新收徒5100多人，“计划在
有效解决一批贫困人口谋生问题的基础上，
继续通过利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优先把贫
困人口纳入非遗传承人群，鼓励非遗传承人
收徒传艺向贫困人口倾斜。”

把文化“送”到

更要“种”到贫困乡村

在2016年冬春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期间，
全省专业文艺院团提供各类演出3000余场，
举办规模较大的群众文化活动3148项，美术
展览(美术下乡惠民)活动67场，非遗展演展
示活动390场，为广大群众送去了丰盛的文
化大餐。“下一步，将组织全省108个国有
文艺院团及部分庄户剧团，开展‘百团大
战、送戏入村’，确保每个贫困村实现一村
一年一场戏。”徐向红说。

我省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优
势，开展了一批传承、推广活动。其中，儒
学下乡是一大亮点。截至目前，全省建成乡
村、社区儒学讲堂7400多个，开展活动3万余

场次，服务群众超过150万人次。下一步，
将继续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滋养作用，深
入实施乡村儒学和社区儒学推进计划，弘扬
孝亲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化群众互
帮互助，营造文明习俗，为脱贫致富集聚精
神力量。

“不仅要‘送文化’，更重要的是‘种
文化’，让文化在贫困乡村扎下自我发展的
根。”徐向红强调。据悉，2015年，省直文

艺单位136名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赴中西部77个
县提供基层一线服务，下一步，将根据省委
组织部安排，继续选派200名文化工作者赴
西部经济隆起带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区域77个
县(市、区)基层一线服务，通过结对帮扶、
辅导培训等措施，“培养一支‘永不走’的
文化人才队伍，让7005个村村村都有秧歌
队、村村都有文化小广场。”

补短板 兜底线 提水平 创亮点

我省实施文化精准扶贫

□胡正鹏 报道
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传统节日元宵节。淄博市桓台县文体中心广场上锣鼓

喧天，人潮涌动，桓台县元宵节民间扮玩活动在此举行。此次活动共有来自全县各镇(办)的
9支扮玩队伍20余个方阵参加表演，观看表演的群众近5万人。图为炉姑传说方阵。

传统音乐项目展示非遗魅力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22日上午，山东图书馆第十届“书

海灯谜会”拉开帷幕。展厅内高高挂起的灯谜饱含传统文
化的底蕴，寓意着吉祥。灯谜与彩灯交相辉映，映出元宵
佳节的喜悦，为2016猴年新春增添一抹亮丽色彩与盎然生
机。

书海灯谜会以“弘扬传统文化 促进全民阅读”为主
题，精选谜语万余条，设置12个竞猜区域。“逛书海、猜
灯谜”，活动喜闻乐见、健心益智。既有传统的字谜、诗
词谜，也有孩子们喜欢的少儿谜、画谜，更有热心读者提
供的“四大名著专题灯谜”。现场猜中5条灯谜即可当场
领取精美奖品，同时获得抽取书海灯谜会大奖机会。活动
当天下午，现场还抽出17名幸运参与者。

省图举办“书海灯谜会”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25日，山东省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

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济南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2016
年，省作协将在全省文学界组织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文学主题年活动。

据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杨学锋介绍，省作协将围
绕纪念建党95周年等重要活动节点，组织开展作家系列采
风活动，建立完善作家深入生活长效机制，通过各种有效方
式不断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引向深处。

围绕纪念建党95周年，省作协将组织作家开展主题采
风活动，创作推出一批讴歌党的光辉历史和业绩、歌颂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的优秀文学作品。省作协还将继续开
展以“山东作家行业行”为重点的多种形式的文学采风活
动，促进广大作家深入基层和改革开放的第一线采风创
作。同时，注重发挥山东作家创作基地的作用，组织作
家、文学爱好者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文学主题年活动启动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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