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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九童

◆ 个人简介 万光侠，1965年生，现
任山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马克思主
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兼任山东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山东高校哲
学教学研究会会长。系全国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第三批齐鲁文化英
才。出版学术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
篇，其中20余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曾获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
成果一等奖2项、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
项，被评为山东省研究生教育管理与学科建
设先进个人。

平和、低调又充满睿智，是万光侠教授
的真实写照。在山东师范大学从教25年，他
像一名辛勤的园丁，兢兢业业地投身于人的
精神家园建设。作为学者，他与时代发展同
呼吸共命运；作为教师，他甘做一片绿叶，
静听花开的声音；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他
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时刻站在时代坐标上前行的学者

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
华。”作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
者，万光侠学术研究的特点，就是立足现实
土壤，紧跟时代步伐，研究新情况，解答新
问题。

万光侠十分注重在理论上构建人的精神
家园。上世纪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的生存发展问题，万光侠用他的论著《市
场经济与人的存在方式》进行了系统解答。
随着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
文化建设日益重要，他又通过《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 建构先进文化价值观》《经
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范
式转换新探》等系列论著，对新时期的思想
政治教育和先进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
万光侠认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要有
丰富的物质条件，也要有多彩的精神家园，

人民只有安居乐业，有信仰、有修养、有内
涵，幸福指数才能高。《精神家园——— 关注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终极目的》《人的文化
存在与精神家园价值探析》等论著，对精神
家园建设进行了系统阐述，展示了人类精神
家园的美好前景。

在人的精神家园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最核心的内容。万光侠敏锐地感到了时
代对于理论工作者的召唤，相继开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研究、培育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本向度研究、习近
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人的发展—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万光侠理论研究的一条红线，充分
体现了理论发展的时代性。站在时代坐标上
前行，站在理论前沿发声，自觉履行党和人
民赋予的职责，是新时期优秀知识分子的突

出特征，万光侠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与学生心灵对话的师者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从踏上讲台
那天起，万光侠就自觉践行作为一名人民教
师的神圣职责。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万光侠始终坚持
通过教书育人建设青年一代的精神家园。他
教过的本科生数以千计，培养硕士、博士研
究生82人，为了使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万光侠看来，
教学的艺术不仅在于传授知识和本领，更在
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学生。在日常教学中，
他坚持读学生、读教材、读生活、读时代，
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想学生之所
想，道学生所未道，不仅讲清楚“怎么
样”，也要讲清楚“怎么看”，更要讲清楚
“怎么办”，在心灵深处与学生形成高度共

鸣。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他以一颗仁爱之

心招收了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上第一名残疾博
士生，并在生活和学业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
关怀。他曾冒雪到宿舍探望，40多次与这名
残疾博士生讨论博士论文写作。在万光侠和
其他老师的共同培养下，这名残疾博士生以
优异的成绩被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
(全国10名)、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生论
坛一等奖(全国5名)，先后两次荣获国家奖学
金，被编入了校庆65周年“师大故事”，成
为广大学生学习的榜样。

万光侠的治学作风既十分严谨，又非
常民主。他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观
点，积极与学生讨论甚至争论，让科学、
民主、自由在青年一代的精神家园里扎下
了根。有一次，一名研究生向他请教问
题，他感到讲得不充分，就连夜查阅了大
量资料，第二天又主动约这名研究生进行
讨论，体现了对学生、对学术高度负责的
精神。

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作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
想政治教育学科带头人，万光侠注重从马克
思主义人的哲学(人学)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
育，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价值—“用正确的思想引
导人”。著名学者张耀灿教授评价说：
“(万光侠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
一书，是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的探索开拓性、
奠基性成果。”

万光侠始终致力于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
的传播，经常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宣讲。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万光侠具有很
强的党性，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党政
机关和农村厂矿，他的讲课都充满了正能
量。他能够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恰如其分地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既会讲
“普通话”，又会讲“地方话”，更会讲
“百姓话”，善于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
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方向，切实做到了以
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
人。万光侠在新近被评为中宣部“四个一
批”理论人才后，感到自己承担的社会责
任更重了。他将以此作为新的起点，在先
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工作中作出新的
贡献。

万光侠：精神家园的辛勤耕耘者

□ 王秀庭

七八个不同的地方戏曲剧种，十几出优
秀戏曲的经典唱段，荟萃于同一个舞台；
曲子是经过精心筛选出的全省优秀中青年
作曲家创作的优秀作品，演员是来自各市
的戏曲拔尖人。山东省文化厅在临沂主办
的山东省优秀中青年作曲家创作作品演唱
会，至今令人印象深刻。连续两天的演
出，场场爆满，喝彩不断。在群众眼里，
这无疑是令他们过足戏瘾的丰盛文化大
餐。而站在地方戏曲传承、保护、发展的
角度，这则是政府为培养地方戏曲人才而
精心搭建的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文化事
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对戏曲艺术传承发展
的扶持力度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前不久下
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戏曲传
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更是激发了戏
曲艺术家们的创作和演出热情，戏曲舞台
呈现出繁荣、活跃的喜人态势。这次山东
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厅主办的全省优秀
中青年作曲家创作作品演唱会，就是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戏曲传承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及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精
神的具体体现，是推动山东地方戏曲传承保
护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近年来山东
戏曲人才培养成果的一个展示。

从演唱会的曲目来看，除了称之为国粹
的京剧，皆为吕剧、柳子戏、山东梆子、莱
芜梆子、五音戏、柳琴戏等山东地方戏曲剧
种。从作品体裁上，即有像《白蛇传》《梁
山伯与祝英台》等传统经典作品的最新演
绎，也有像山东梆子《圣水河的月亮》、莱
芜梆子《天唱》、五音戏《听你再唱沂蒙
谣》等作曲家们精心创作的新时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作为山东省优秀中
青年作曲家近年来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这
场演唱会可谓政府积极为优秀戏曲人才搭建
的展示才华的平台，目的就是助力戏曲人才
脱颖而出，为山东地方戏曲传承保护发展提
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戏曲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作为地方戏
大省，山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五十个剧种
活跃在戏曲舞台，而目前能够在台上演出的
地方剧种充其量也就十多个罢了。这说明很
多地方戏曲小剧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了，实在令人痛心。而众多地方剧种消失的
原因就是后继无人，没有人去唱，没有人会

唱了。过去，地方剧种的传承主要靠“口传
心授”，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艺术多
元化的需求，这种口口相传的传承有了一定
的局限性。戏曲的传承需要创新，需要在传
统曲调的基础上增加新的音乐色彩。创新离
不开创作，创作就需要作曲人才，而当前戏
曲作曲队伍，同样面临着青黄不接、人才断
档的尴尬局面。尤其是那些地方小剧种，尽
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但
是，由于老一辈的艺术家陆续退休或离世，
年轻接班人又没有培养起来，这就致使很多
剧种陷入濒临灭绝的境地。目前，国内高等
音乐院校并不少，但开设传统戏曲作曲课程
的并不多，因此导致戏曲作曲人才更加稀
缺。作曲人才的缺失，势必要阻碍戏曲的传
承发展。

人才的培养造就需要平台。从这次演唱
会上，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政府正积
极搭建平台 ,助力优秀戏曲人才脱颖而出。
通过演唱会这类的活动，不仅能够繁荣戏
曲舞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还可以发

现并培养出一批地方戏曲作曲的“好苗
子”。人才从哪里来？人才从实践中来。
培养戏曲演员，就要多给他们上台演出的
机会；培养戏曲作曲人才，就要多给戏曲
作曲人员们创作实践的机会。机会就是平
台，这一平台需要政府积极去搭建，尽可
能地多为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实践，让
他们出彩。

山东戏曲艺术历史悠久，且种类繁多，
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具有一定地位，是全国戏
曲艺术重点省份之一。近年来随着政府部门
的重视，戏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涌现出大
批的优秀演员、优秀剧目、优秀中青年作曲
家，如淄博市五音戏剧院的毕金奎、泰安市
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的潘思廷、山东省吕剧
院的刘春光等，90后的山东省柳子剧团的王
先哲更是戏曲作曲队伍的后起之秀。这些中
青年作曲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戏曲作
品并屡获大奖。这些戏曲人才崛起，是政府
及有关部门主动承担培养戏曲创作人才责
任，积极为他们搭建展示才华平台的结果，

更是地方戏曲传承发展和繁荣的基础。艺术
的意义在于交流。这次演唱会不仅仅是宣
传、展示优秀作曲家的艺术创作成果，另一
个收获，就是让众多的地方戏曲之花在同一
个舞台上绽放，展示着不同戏曲剧种的声腔
音乐魅力。多个剧种同台演出，互相交流、吸
收，可以促使地方戏曲在艺术上日趋完整。

戏曲人才的培养需要一种良好的氛
围，这种氛围的形成既有政府的扶持，也
有社会力量的参与。要让戏曲剧场火起
来，让戏曲舞台热起来。只有尽可能多地
给他们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才会不断有
优秀地方戏剧目涌现出来，才会有优秀的
作曲、表演人才脱颖而出，才会让那些历
史悠久、濒临灭绝的剧种重获新生。不单
单是作曲，戏曲编剧、表演、理论、舞美
等都需要大批优秀人才，戏曲的传承发展
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政府大力扶持，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

(作者系临沂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山
东省第一批签约艺术评论家)

戏曲作曲队伍正面临人才断档的尴尬局面

善搭平台才能多造就人才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为深入推广应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威海市文广新局启动了威海
区市级及镇村级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3月15日
至18日，威海市文广新局邀请省质量技术审查评价中心3
名专家赴威海开展标准化调研与培训工作，并组织召开了
公共文化标准化工作座谈会，梳理确认了威海市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体系框架，与局机关各科室研究确定了需要出台
的具体文件名称及内容，对今后服务标准体系的完善和实
施提供了指导。

随后，专家组赴文登区图书馆、文登区博物馆、文登
区文化馆、荣成市文化活动中心进行标准化应用及认证的
培训与调研，培训内容包括威海市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项
目概况及目前进度、服务标准化基础知识、ISO9001认证
基础知识等内容，为后续服务标准化的开展奠定了理论
基础。同时，调研了文登区环山办事处南山文化中心、
荣成市崖头文化站、荣成市寻山赵家楼文化大院、环翠
区竹岛街道文化站、环翠区鲸园街道古岭社区等。此次
调研采取访谈、参观、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目前各个
场馆的机构设置、服务项目、服务流程、服务特色及现有
标准制度，针对目前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及建议。专家组认为，目前文登区各
馆、荣成市文化活动中心等区市级场馆及相关镇村对服务
标准化工作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先进、各项管理制度较为
完善，为后续形成区市级及镇村级服务标准体系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威海市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标准编制与实施力度，细
化完善工作规范与服务标准，形成具有威海特色，可复
制、可推广的行之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提升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为国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综合标准化试点中期评估做好准备。

威海推广实施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进一步满足群众阅读需求，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工作，近日，东营市文广新局印发《东营市“公共图书
馆+书店”服务模式实施方案》，决定在全市公共图书馆
系统推行“公共图书馆+书店”服务模式。“公共图书馆
+书店”服务的基本模式是“群众选书，图书馆买单”。
即群众持读者证，可在书店选择图书，现场办理借书手
续，并可在已加入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的总馆或任何一
个分馆归还所借图书。

东营市明确要求到今年6月底前，市和各县区公共图
书馆全部实行“公共图书馆+书店”服务模式。并要求具
备条件的乡镇(街道)图书馆、综合文化站图书室和城市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也要参照推行。

东营市“公共图书馆+书店”模式的推行，打破了公
共图书馆传统的采、编、藏、借运转模式，让读者成了图
书采购员、书店成了图书馆的分馆，解决了公共图书馆供
需不对称、图书更新慢、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利用率
低等许多问题，真正实现了公共图书馆由被动“送菜”到
读者主动“点菜”的转变，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东营推行公共图书馆+书店

服务模式

□记者 于国鹏 实习生 秦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日晚，由山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

带来的《歌引随想》——— 莫凡民族管弦乐作品音乐会，在山
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精彩演出获得观众热烈掌声。

音乐会共带来民族管弦乐合奏《麦西热甫》、二胡与乐
队《随想曲》、古筝协奏曲《黎之引》、民族管弦乐组曲《彝山
歌荟》、笛子协奏曲《湘》、叙事音诗《鹿母莲》六套曲子，用音
乐的语言，讲述了新疆的热情欢歌，江南的婀娜，大西北的
广袤壮阔，少数民族的勤劳淳朴，古代诗人屈原的浪漫情
怀，敦煌佛经中的动人传说……庞大的中国民乐编制展现
出壮阔美好的中华文化，奏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民族赞歌。

国家一级作曲莫凡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现任职于中
国广播艺术团，多年来致力于严肃音乐创作，至今已积累了
上百部不同类型的作品。其创作的歌剧《雷雨》获2001年“上
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创作大奖、《赵氏孤儿》获文化部“第二
届中国歌剧节剧目奖”、《五姑娘》获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文
华大奖”和“文华音乐创作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和
“五个一工程”入围奖，作品均受到广泛好评。

众多音乐家齐聚济南，为这场高水准演出奠定了基
础。音乐会特邀指挥家叶聪，目前为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
监，同时任美国南湾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在国内外音乐界
享有盛誉。此外，还有一批一流水准的艺术家，二胡演奏
家邓建栋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常务
副会长，具有高超的二胡演奏水准；中国十大古筝青年演
奏家范冉现为天津音乐学院教师，曾连续两届获得中国音
乐金钟奖古筝专业组银奖、全国文华艺术政府奖银奖；国
家一级演奏员王洪涛，是著名笛子演奏家；女高音青年歌
唱家李迎春、国家一级演员张建锋等，精确演绎出民乐的
丰富内涵。山东艺术学院合唱团的合唱，也为观众带来难
忘的艺术享受。

莫凡民族管弦乐作品

音乐会上演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近日，滨州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星级评定管理暨创建“绿色网吧”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
规范经营行为和治理安全问题隐患为重点，整治经营场所
环境，规范经营秩序。

按照活动安排，滨州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按照
考评办法评为五个等级，最低为一级，最高为五级，一级不
予授星，二至四星级由各县区联合网吧协会共同授予星级
标志牌匾，五星级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核查审批后授
予牌匾和“绿色网吧”荣誉称号，树立为全市行业标杆。

星级评定将采取集中考评和日常动态考察相结合的方
法，各县区组织网吧协会、新闻媒体工作者、社会义务
监督员等组成评定小组具体负责评定工作。星级评定采
取动态管理，评定小组采取不定期抽查、明查暗访等方
式全面了解掌握市场状况，每半年进行一次考评打分，
年终取平均值并结合平时掌握情况对申报经营场所进行
星级评定。

滨州开展星级评定管理

暨创建“绿色网吧”活动

□记者 卢鹏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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