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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与经济扶贫要双管齐下

●“扶贫先扶志，一个不愿奋斗、只知道‘等靠要’
的人，你能帮他真正脱贫吗？文化扶贫，扶其志气，扶其
精神，迫不及待。”

——— 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说。“在全国吹响扶贫攻
坚号角的背景下，文化扶贫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化企
业应当积极参与扶贫，挖掘、创作和传播一系列优秀的农
村题材文化作品，激发农村青少年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激发农村脱贫的内在动力。贫困的因素很多，自然因素、
经济因素和健康因素等广为人知，但文化因素容易被忽
视。由于文化的缺失，精神的贫弱，造成整个家庭的生存
能力的缺乏，并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在这种意义上，文化
扶贫和经济扶贫，是各有其用、并行不悖的两种方式，而
且文化扶贫更能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

中国电影亟待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电影市场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虽然是产业初期和
市场经济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但问题的严重性已日益
凸显，正在伤害中国电影的肌体。”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说。“如
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蓬勃兴起的中国电影产业就
有可能受到干扰，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有可能成为一句
空话。电影拥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影院市场成功与否决定
了电影产业的底座和基础。中国电影制片方的收入主要依
赖影院票房。票房利益受损，制片方就无力投入新影片制
作；没有新电影内容，影院建得再多，也将面临无米之炊。制
片、放映一鸟两翼，唇亡齿寒，互相依存。而健康规范的市
场，才是好电影不断涌现的前提。建立起制度化、规范化的
长效监管机制是市场规范的治本之策。今后，长效机制要在
市场监管中持续发挥作用。要通过集中治理与长效机制相
结合的办法，使市场秩序明显改善，放映质量大幅提高。”

非遗的商业化保护不能割裂艺术

●“非遗不是不能创新的‘老古董’，但要在传承的
基础上进行创新。非遗不是不能商业化，但组织者首先要
对非遗怀有敬畏之心，不能为了赚钱误导观众。”

———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说。
“有的‘戏曲新编’只是将传统戏曲生硬地与西洋音乐嫁
接起来，并配上眼花缭乱的声光电特效，空有热闹的外
部，实则失去了戏曲本身的魅力。更让人忧虑的是，有的
地方打着‘非遗’的旗号挣旅游的钱，只学了点皮毛就在
各个旅游景点搭台表演，看上去很热闹，但对非遗的保护
传承其实是种歪曲和破坏。非遗艺术都拥有自身庞大而精
妙的内在系统，应该得到全面完整的保护，而不是放大其
中的某个元素，将其与艺术本身割裂开。”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3月21日，省委宣传部会同省财政厅、
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省文物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16年山东省“文化惠
民、服务群众”16件实事。其中，省文化厅
将承担扶持全省4200个贫困村建设综合性文
化活动室、继续扶持1000位“非遗”传承
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为农村(社区)
免费送戏10000场、为30000个农村(社区)文体
广场配备便携式移动音响、继续推进博物
馆、纪念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和美术馆
“五馆一站”免费开放等五项工作。

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表示，省文化厅
“文化惠民、服务群众”办实事将紧扣全省
扶贫攻坚任务，着力把文化服务供给与群众
实在需求对接起来。目前，省文化厅已经收
集到各项工作的相关数据和实施方案，下一
步将组织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将在12月对各
项工作进行绩效考评。

高标准推进贫困村

综合性文化活动室建设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
见》和山东省有关文件精神。今年，我省将
全面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今年，‘文化惠民、服务群众’办实事要
扶持全省4200个贫困村建设综合性文化活动
室，完成精准扶持7005个省定贫困村加强文
化建设任务的60%，并在2018年全面完成任
务。”李国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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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琳介绍
说，“此外，将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今年

重点对1870个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活动室设备
购置给予补助，每个村5万元。”计划在3年
内，实现对7005个省定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活
动室设备购置补助全覆盖。

“对于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活动室的建
设，标准不能低。”李国琳强调。根据要
求，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活动室面积不低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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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音箱等
必要的配套设施设备。

据了解，所谓综合性文化活动室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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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建立一套符合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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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年坚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有一定影响
力的品牌文化活动。

扶持1000位非遗传承人、

民间艺人收徒传艺

2015年，省文化厅以“齐鲁非遗大讲
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班”
的模式对1000名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进行
重点扶持和资助。顺利完成了2015年“文化
惠民、服务群众”办实事的任务。今年，作
为16件实事之一，我省将继续组织开展丰富
多彩的“非遗”展演、传承活动，通过提供
传习场所，给予传承人、民间艺人和学艺者
奖励等方式进行重点扶持和资助。继续扶持
1 0 0 0位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
艺”。

据悉，为此，我省计划组织开展山东省
传统工艺振兴工程实施计划，组织举办非遗
传承人培训班、《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
例》培训班等，主要面向省级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进行培训，提高传承人的传承能力
和水平；各市、县(市、区)结合自身实际，
组织师徒传承成果展演活动和“非遗”业务
知识培训活动。

“在实施方式上，按照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每人每年20000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每
人每年6000元的标准要求，落实传习活动补
助政策。”李国琳介绍说，“这些补助是传
承活动的补助，而非一般的生活补助。”

“有了一定的传承资金，我省还引导、
鼓励传承人开展收徒传艺活动。省有关部门
与传承人签订《传承目标责任书》，要求每
个代表性传承人至少收徒3名，并建立了考
核制度，实行动态管理，对长年未履行传承
义务的，视情况给予警告，甚至取消代表性
传承人资格。”李国琳强调。

记者了解到，3月16日，省文化厅已经
召开会议部署安排我省本年度非遗传承人群
培训工作。按照计划，本年度省文化厅将与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密切配
合，进行非遗传承人群培训工作。据悉，培
训工作将根据非遗项目分布地域，进行定向
招生。

力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3月2日开始，省吕剧院便在滕州扎下了
根，为当地群众上演一出出精彩的吕剧演
出。作为今年“文化惠民、服务群众”办
实事之一的“为农村(社区)免费送戏10000
场”的一部分，包括吕剧院在内的省直院
团、地方院团在春节后已经铺开了多条
“战线”。

据李国琳介绍，今年我省将按照“阳光
采购、政府买单、院团演出、群众受惠”的
原则，结合“一村一年一场戏”工程，继续
为农村(社区)群众免费送戏10000场。“引导
各级各类文艺演出团体深入基层，开展形式
多样的文艺演出，丰富活跃农村基层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高水准的文艺演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向基
层倾斜。”李国琳说。

为保障这10000场戏能够送到基层，我省
将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各级财政的引领作
用，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以灵活多样的
组织形式，完成免费送戏任务。“省级财政
负责落实省直院团演出补助，市、县两级分
别负责本级院团及其他各类社会演出团体演
出补贴。”李国琳说。

目前，我省大力推行村(社区)文体广场
建设工程。今年，省文化厅将为30000个农村
(社区)文体广场配备便携式移动音响。计划
在2016年底，实现全省行政村(社区)文体广
场便携式移动音响全覆盖，推动基层群众性
文化活动深入开展。李国琳说：“省里已经
将文体广场建设和扶持情况纳入对各市文化
建设目标任务考核，17市将负责20000个村
(社区 )文体广场便携式移动音响的配备任
务。其他1000个重点村(社区)文体广场配备
便携式移动音响的任务将由省文化厅会同各
相关部门完成。”

日前，山东美术馆负责的“‘TRAVEL·
美术馆’——— 山东美术馆文化惠民在行动”
项目入选2015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公共教育
项目。该项目以流动美术馆的方式，带着优
秀展览和公共教育活动走进社区、走进学
校、走进司法、走进公安等单位。2015年，
山东美术馆先后举办了四场高水平美术作品
省内巡展，走进了15个市的17个文化场馆，
惠及各界观众约百万人。从获得表彰的项目
来看，山东美术馆的文化惠民活动值得肯
定。今年，我省将按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相关要求，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继
续推进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文化馆
(站)和美术馆“五馆一站”免费开放。

“在‘五馆一站’免费开放的过程中，
要强化对老年人、少年儿童、农民工和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的服务，实现文化产品、文化
服务提供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促进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李国琳强调。

省文化厅将着力把文化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相对接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向基层倾斜

□ 孙先凯

近日，省委宣传部会同省财政厅、省
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物局研
究确定了2016年我省“文化惠民、服务群
众”16件实事。这16件实事突出扶贫主
题，紧扣全省扶贫攻坚任务，推动更多政
策、资金和项目向贫困地区倾斜。细看这
样一项由多部门联手推进的文化扶贫工
作，覆盖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工作、
非遗保护工作、基层文化人才培养工作等
多个方面，可谓综合全面。在笔者看来，
在文化扶贫工作中，更应注重综合统筹各
部门、各层级和各类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春节期间的基层采访过程中，笔者发

现之前分属于党政、教育、文化等部门的
村村通、文化共享工程、农家书屋等正在
向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转变。比起之
前单打独斗的场面来说，已经有各相关文
化部门综合统筹的趋势。但是，在组织春
节文化活动的时候，大量的观众聚集造成
周边交通拥挤、停车紧张，垃圾桶和移动
卫生间等卫生条件跟不上，同时也容易引
发治安等问题。这时候，问题的解决就需
要联合交通、卫生、公安等多方面的力
量。

如此看来，办好文化扶贫工作，不仅
要把文化的事情办好，还要有预见性地办
好与之相关的交通基础、环境整治等配套
工作。这就不仅仅需要相关文化部门通力
合作，还需要综合统筹交通、住建、卫生
等各部门的力量，共同为文化扶贫出谋划
策、齐心协力。这种相关文化部门、与文
化建设相关部门协调合作的做法可以看作
是横向上的综合统筹，举各部门之力，发
挥各部门之特长，能够形成文化扶贫工作

的强大合力。
在今年1月召开的全省文化干部2016年

培训班上，省文化厅与各市文广新局签订
《2016年度文化建设目标责任书》，《目
标责任书》要求将文化扶贫工作纳入市里
的工作重点，并与区县政府签订《目标责
任书》，逐级分解任务，层层传导压力。
这样一来，从省政府到区县一级政府，文
化扶贫的工作目标和任务都已明确，将按
照各自的实际情况精准化地进行文化扶贫
工作。

如此自上而下的政策传递、任务分
解，为文化扶贫工作明确了方向和任务。
将文化扶贫的大目标化解成小目标，大工
作分解成小工作，发动政府各个层级的力
量共同投身进来。这种做法是各级政府纵
向层面的综合统筹，能够形成文化扶贫合
力。

在泗水县圣水峪镇东野村，以赵法
生、颜炳罡为代表的一群学者本着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热爱成立了尼山圣源书院。他

们走进乡村义务讲学，不要报酬，自出经
费，他们自称“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
把乡村儒学建设的实验带到了孔子的出生
地。乡村儒学课堂陆续向村民们讲授《论
语》、《弟子规》、《孝经》等文化经
典，儒学逐渐成为医治乡村不良风气的一
剂特效药。笔者了解到，目前，由学者们
自发组织的乡村儒学讲堂已经走出了泗水
县，在济南、潍坊、德州、泰安都设置了
讲授点，延伸到了最需要文化的基层。

个人、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作为政府
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文化扶贫中的作
用不可小觑。这些社会力量有的是专业学
者，有的是热心文化建设的群众，抑或是
勇于承担文化责任的组织、企业，他们知
道文化扶贫一线最想要、最需要什么。在
笔者看来，有需要也有必要将公益性的社
会力量吸纳到文化扶贫的工作中来，不仅
对专业、精准的文化扶贫大有裨益，也能
够广泛发动，形成全社会参与文化扶贫的
良好风气。

文化扶贫要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王军 报道
3月23日，惠民县姜楼镇文化大院里锣鼓喧天，戏迷马本林正在演唱《红灯记》选段，这是该镇组织13个村的戏迷进行擂台赛的场景。为

充分发挥村文化大院的作用，该镇结合各村开展了戏迷擂台、广场比舞等活动，展现了农民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席真 耿丙铸 报道
本报聊城讯 “看这墙上的画，党从诞

生到遵义会议历史转折、从战火纷飞八年抗
战到新中国成立、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抗
美援朝，壮阔场景被一一展现，让我们对党
史有了从感性到理性多层面多角度的认
识。”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街道八一社区
北园巷东墙，每天都会吸引不少群众驻足观
看。

“新二十四孝图”、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广告、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如今，走进东
昌府区城乡大街小巷，墙壁上一幅幅宣传画，
组成了一条条集教育、宣传、美化、警示于一
体的文化长廊。一墙一风景，一墙一阵地，颇
具特色的文化景观让人时时都能感受到无处
不在的向上向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

在“文化墙”建设方面，东昌府区力求
“一域一特色、一墙一风景”，因地制宜设
置“文化墙”，在充分考量人文社会环境、群众
聚集区域等因素的基础上，用易懂易记的语
言、漫画及诗歌，将政策法规、廉政文化等宣
传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起来，把普通的墙体
变成了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传统
道德文化的载体，生动活泼的漫画让一面面

“哑巴墙”开口说话，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目前，东昌府区在城市设置公益广告

58000平方米，文化墙400余处，在乡村已累
计投资1600万元，绘制文化墙707万平方
米，文化墙已成为群众的文化娱乐墙、传统
美德教育墙。

东昌府：打造“会说话”

的亮丽街景

□记者 孙先凯 实习生 王瑶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青岛市城阳区的“WE+文化创客

空间”通过国家科技部备案，正式进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管理服务体系。目前，该创客空间已进驻创客企业28家、
吸引创客150余人，在全市创客空间中率先实现招商满员。

在“WE+文化创客空间”成功的背后，是近年来青
岛市城阳区依托政策、区位、资源等优势，全力打造文化
创客集聚地的努力。据了解，城阳区以四项举措全力打造
文化创客集聚地。一是积极开展“互联网+文化产业”行
动。利用“互联网+低成本、高效率和突破创新”的运营
模式，促进全区文化产业向“互联网+”运营模式转变，实
现产业发展新突破。二是鼓励文化企业在与科技、金融、旅
游、体育、信息、物流等产业融合中不断创新产业业态。大力
发展移动多媒体、网络广播影视、手机报刊、动漫游戏、电子
图书、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化业态。三是利用文化产业园区集
聚资金、资源、人才的优势，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
推动文化产业集聚、集群化发展。加强文化产业园区的统筹
规划和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其错位发展。四是盘活用好存量
社会资源。以创新、创业为驱动，引导园区、企业、社会组织
等多元主体充分利用已有或闲置场地、设备等资源，面向
文化产业领域和专业人群打造具有孵化器功能和文化企业
集聚的孵化园区、基地，为创客提供全方位服务，实现文
化产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城阳区着力打造

“互联网+”文化运营模式

□梅鲁生 崔鑫 报道
3月12日，十二生肖民俗集报展在临沂市图书馆开

展。报展共分生肖报和年俗报两部分。展览吸引了众多观
众驻足，自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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