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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关照生活

●“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创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避
免本领恐慌。”

———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说。“当前现实主义创作存
在的问题主要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不够，缺乏
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和认识，即使技巧再好、方法再新，其作
品也只能架空历史背景，架空现实环境，架空细节再现，成
为所谓的形式游戏，甚至文化垃圾。现实主义的优势在于与
历史在一起，与时代在一起，与人民在一起，与民族和国家
命运联系在一起。作家、艺术家需要回到现场，既要有情感，
还要有行动，通过各种文艺实践表现生活、干预生活，这样
创作出的文艺作品才会打动人，才会传之久远。一方面要坚
持文化建设，提高观众群体的审美水平；另一方面，艺术家
要淡泊名利，努力提升作品的艺术品质和社会价值。”

用原创回归动漫

●“中国整个动漫行业在成长过程中受国外作品的影
响非常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家也都在思考究竟什么
样的作品能代表中国动漫应有的独特面貌。”

———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李剑平说。“今天，
随着技术的发展改变、市场的审美需求，不能说仅仅让水
墨来代表中国。怎么在使用新技术、新表现手法过程中仍
然能够体现中国文化，这是大家都在开始思考和实验的。
动漫中有‘中国学派’的提法，其实是要求作品在内容、
效果以及影响力等方面都体现出中国特色。在‘中国学
派’出现到发展的过程中，希望去掉动漫业的浮躁之气，
要静下心来，尊重原创，挖掘原创，让原创回归到动漫艺
术当中来，而不是能卖钱就是好的，要引导大众的审美，
把中国优秀的动画传统继承并且创新。我们既要‘与狼共
舞’，不要惧怕美、日等国的动漫冲击，在学习的同时，
也要发挥中国的优势，用原创回归动漫。”

艺术品金融化有待突破

●“金融会给艺术品的交易提供广阔的流动资金，使
传统的运营模式扩大化。”

——— 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家、经纪人李苏桥说。“几
年前，艺术品金融是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但现在有些尴
尬，很多盛极一时的艺术金融产品偃旗息鼓。艺术品市场
本身盈利能力太弱，导致把艺术品当金融产品的一些机构
服从资本的要求，靠发行债券、股票甚至是高利贷获得高
利润。高回报和短周期的不合理，导致中国艺术品金融化
畸形。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品金融本身是不可取的。国内
艺术品金融产品为什么很滥？因为我们按照金融要求做艺
术品，而不是按照艺术品的市场周期做艺术品。艺术品拍
卖行业最大的困顿就是缺乏金融产品、缺乏流动资金，艺
术金融会给艺术品交易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使艺术品交
易变得完整和健康。”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近日，文化部公布2015年“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动漫扶持计划”入选项目，山
东宇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动画片《国
防后备军》成功入围，这是我省第4个入选
文化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漫扶持
计划”的项目，在入选项目数量上居于全国
前列。近年来我省动漫品牌在深挖优秀传统
文化的基础上长足进步，是近年来我省文化
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省文化产业
增加值2183 . 94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占GDP
的比重为3 . 68%。2015年实现文化增加值2370
亿元，同比增长8 . 57%。在经济增长放缓的
形势下，我省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了“增长幅
度高于生产总值和服务业增长幅度、投资增
幅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新型文化
产业增幅高于整个文化产业增幅”的目标。

从事文化产业生产的企业多具有高创意
性和轻资产性，很多企业是小微企业。对政
策、资金比较敏感。很多小微文化企业的优
秀项目往往会遇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问
题，获得资金支持的难度高。为解决小微文
化企业的融资难题，近年来，山东省不断加
大对小微文化企业的帮扶力度，推进全省文
化产业发展要素平台建设，并积极拓宽小微
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

2015年8月31日，山东文化产业综合信息
发布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集产业信息发
布、产业项目推介、产品展示交易等多功能
为一体。截至2015年底，共有203个文化项目
在线申报，涉及文化艺术服务、文化创意和
设计服务、工艺美术品生产销售、文化休闲
娱乐服务、新闻出版发行服务、文化信息传
输服务等10大门类。

山东每年用于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省级
专项资金2亿元，山东省文化发展投资基金总

规模达10亿元。2015年10月29日到30日，山东
省举行首届小微文化企业投融资路演暨项目
推介活动，共征集了210多个文化产业和文化
项目，进行现场路演、洽谈、对接和推介，邀请
了11家金融投资机构参会。我省还积极引导
文化企业走出山东，走向全国、海外，参加文
化产业项目的推介。2015年，一批文化产业项
目获得国家、省里重点支持。曲阜“尼山胜境”
等84个项目入选文化部2015重点文化产业项
目手册；威海芸祥绣品有限公司等37个项目、
山东传媒有限公司等151个项目分别获得中
央、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烟台中
海联实业集团等9个项目入选文化部2015年文
化金融合作项目库；济宁儒源儒家文化体验
基地等5个项目入选文化部2015年度特色文化
产业项目库；菏泽宇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获
得文化部动漫创意项目扶持资金。

2015年3月20日，由省文化厅、财政厅、
教育厅等单位共同参加的山东省扶持动漫产
业发展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协调各单位为动
漫企业从政策、资金、人才等各方面提供支
持。为我省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多方位的政
策支持。同时，动漫产业作为创意性强的文
化产业类型，其发展离不开动漫企业自身的
发展。2015年5月24日，山东省动漫行业协会

成立，首批会员单位由来自全省各地的48家
动漫企业、动漫研究机构等组成。动漫协会
的成立为我省动漫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
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有利于打造齐鲁文化
特色的原创动漫品牌，推进齐鲁文化走出去。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创意类的产业集
群，与多个产业有着互相补充的交集。文化
产业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是文化产业做大做
强的必由之路。为此，2015年，由省文化厅
牵头与与省发改委共同编制印发《山东省推
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的行动计划》，推动文化创意元素融入设计
服务行业，共同发展。并且，推动文化产业
与旅游产业的融合，配合省旅游局开展2015
年“好客山东”贺年会活动，进一步丰富文化
旅游活动，提升文化旅游品质与内涵。此外，
2015年一系列文化与金融合作推进会召开，
据统计，全年共有286个文化企业和文化项目
与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支持意向金额
112 . 2亿元。其中，国开行山东省分行与枣庄
市台儿庄运河古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银行山东省分行与山东省曹县云龙木雕工艺
有限公司等12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进行了现
场签约，签约额25 . 54亿元，展现了金融与文
化产业合作的新成果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搭建平台 融合发展

我省文化产业逆势增长

□ 孙先凯

春节期间向来是处处锣鼓喧天，各地
群众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几次到现场去
感受基层文化活动的热烈与丰富，笔者
发现，设施齐备的文化广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等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正日益
得到重视，处处开花。这些基层文化设
施 建 好 之 后 如 何 “ 好 用 ” 并 且 “ 用
好”，在笔者看来，还要在相关的配套
上多下功夫。

在一个乡村的文体广场上，一年一度
的传统的春节“扮玩”活动，吸引了众多
观众。踩高跷、划旱船、舞龙灯、搭芯子
等传统民俗文艺活动轮番上演，里三层外

三层的观众把作为舞台中心的文体广场围
得水泄不通。“扮玩”活动的主办者不断
夸赞文体广场所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对周
边挤得满满当当的停车场、数量寥寥的垃
圾桶和难寻公共厕所的“短处”表示尴
尬。

在另一场“送戏下乡”演出中，一听
说在文化广场上演出，不少演员都犯了
难。因为在大冷天里化妆不光是冻得伸不
开手指，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化妆的效果。
可到了现场一看，文化广场所在的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就已经设有了化妆间，不光有
空调，还有温水，便于换装和化妆，着实
方便了前来演出的队伍。

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使
用，而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相关的硬件配套
需要跟得上才能让其“锦上添花”。笔者
了解到，我省在省定贫困村的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设施建设过程中有一套标准，这
套标准基本上反映了我省对于基层综合性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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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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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箱等必要的配套设施设
备。”这些标准既有对核心功能的要求，
也有对配套设施的要求。虽然已经足够详
细，但在笔者看来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文化设施在建设之初就需要规划好用
途，为其提前设计好相关辅助功能设施；
需要提前考虑文化设施的观众承载能力，
为其配套停车、卫生等相关设施。不能徒
有文化设施这一树干，而缺少所配套枝叶
的支撑。

如果说补齐基层文化设施的硬件配套
是为了让其“好用”，那么还应补齐基层
文化设施的软件配套，则是为了督促其能
够“用好”。春节期间，东营市连续印发
《中心城区群众文化广场建设实施方
案》、《乡村剧场建设实施方案》。对照
阅读两个方案后，笔者发现除了对城区群
众文化广场和乡村剧场的建设标准提出要

求之外，还共同规定了要“培育几支文化
活动队伍”，“打造文化品牌项目”，
“搭建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完善设
施的管理运行机制”等具体内容。

在笔者看来，这一系列的规定成为基
层文化设施建设的软件配套。这些软件配
套对文化设施从体制机制、文化活动、文
化队伍等方面提出更高一步的要求，能够
起到指导提升基层文化设施利用效率的作
用。是对基层文化设施的硬件条件和硬件
配套之外的一个重要补充。

目前，我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的建设已经走上快车道。笔者了解到，全
省乡镇(街道)已基本建成综合文化站(综合
性文化中心)，行政村(社区)的综合文化活
动室(文化大院)比例也进一步提高。在不
久的将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
设工作即将完成。如何让这些基层文化设
施活跃起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
化”目标？在建设之余，还需要补齐硬件
的配套，深挖软件的配套。

建好文化设施更要搞好配套服务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2月25日召开的省作协六届八次

全委会上获悉，2016年，省作协将按照中国作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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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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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围绕纪念建党95周年，省作协将精心策划、
认真组织作家开展主题采风活动，让广大作家接受深刻的
革命历史教育和传统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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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不断完善作家深入生活的机制和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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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采风创作。进一
步完善与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制度相适应的山东省作家
定点深入生活制度，扎实做好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评审和
扶持工作。把青年作家培训与深入生活采风活动结合起
来，引导青年作家不断深入生活，努力创作接地气的优秀
作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组织有条件的作家到基层挂职
锻炼。逐步建立完善广大作家深入生活联系点制度，使之
成为行之有效的作家深入生活长效机制。

省作协开展建党95周年

主题采风活动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金乡讯 3月1日，金乡县文化广场

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正值我省第一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月，“到金乡听戏——— 金乡县贯彻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全国媒体行”
活动在金乡县文化中心广场启动。在演出现
场，金乡县四平调剧团表演了《三告李彦明》
精彩段落，73岁的老艺人李贵英跪姿连唱278
句戏词，观众报以热烈掌声。除此之外，山东
落子、金乡花鼓戏、琴书等非遗项目轮番登
场，让民众尽享了一场文化盛宴。

据了解，近年来金乡县大力弘扬以非遗
为代表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并将非遗项目
挖掘与惠民工程“送戏下乡”相结合，创造性

地提出“到曲阜朝圣、到金乡听戏”的理念，逐
步形成了“一乡一艺”的保护传承模式。目前，
全县挖掘整理的非遗资源达300多项，其中国
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5项、市级非
遗项目12项、县级非遗项目66项，素有“书山曲
海”之美誉，成为山东省出了名的“戏窝子”。

金乡街道的四平调、司马镇的山东落
子、马庙镇的山东琴书、胡集镇的坠子、高
河街道的渔鼓、羊山镇的金乡花鼓戏……如
今，金乡县9个镇、4个街道都有了自己独特
的区域文化图腾。金乡县文广新局副局长李
红霞介绍说，之所以打造“一乡一艺”，就
是突出各镇街特色，用各具特色和代表性的
非遗项目来塑造区域文化图腾，建立各镇街

的文化地标，让辖区内老百姓有认同感、归
属感和自豪感，营造和谐幸福的社会风尚。她
举例说，一提到山东琴书，马庙镇的老百姓就
会说“那是我们马庙镇的”。一提到山东渔鼓，
高河街道的老百姓就会说“那是我们高河
的”。一说到山东大鼓，那就是肖云镇的。总
之，每个镇街都有自已最具代表性的戏曲曲
艺类非遗项目。同时，“一乡一艺”又绝非一个
镇街只保护一个非遗项目，而是以一项非遗
项目为主，延续传统，因势利导，以一带众，带
动其他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

金乡听大戏，泥土酿沉香。这大戏，既
是百转流媚、华丽生辉的传统文化大戏，也
是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好戏。

到金乡品味曲艺非遗盛宴

演员们正在进行山东快书表演。 □王承忠 报道

□冯志强 刘云鹏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张灯结彩庆新春，欢天喜

地闹元宵。元宵节这天，滨州市滨城区滨北
街道办事处西街北居委会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元宵文艺演出，这台独具乡土气息的
“文化盛宴”，没有一个地道的专业演员，
节目均是来自本居委会的居民，没有邀请一
个“外援”。

演出的12个节目全部是辖区居民自编
自演的，表演虽业余、草根，却充满了浓
郁的乡土气息。其中，京剧、吕剧、独
唱、黄梅戏、舞蹈等人们喜闻乐见的多种
民间文艺表演精彩纷呈，在元宵节为居民
奉献了一场丰盛的文化大餐。居委会党支
部书记魏新军介绍，如今居委会外出打工
的人多了，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利
用传统节日组织大伙儿来自娱自乐，居民
们都很高兴。以后居委会将继续举办这些
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来引领群众提高素
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据了解，近几年来，滨北街道办事处十
分注重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每到
冬闲时节，便组织农民编排一些反映农村
新人新事的戏曲表演。文明喜庆的演出不
仅促进了村风民风好转，还丰富了村民的
冬闲生活。

文艺演出居民当主角

□高占根 陈方明 报道
2月23日晚，沾化渔鼓戏剧团演员在为

滨州市沾化区富源街道北陈村群众表演《村
里有个烂筐子》。该剧荣获第六届中国戏剧
奖·小戏小品奖优秀剧目一等奖。

□记者 卢鹏 报道
3月1日，济南市天桥区少年宫大桥分宫揭牌仪式上，

由当地小学生组成的萨克斯管乐队正在演奏。为使黄河北
的农村学生能够享受到优质专业的校外艺术培训，同步接
受前沿的艺术教育，天桥区少年宫在大桥镇第一中心小学
设立大桥分宫，当天正式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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