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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逄春阶

◆ 个人简介 邓兆安，1959年生，现
任烟台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胶东在线网站总
编辑、高级编辑。系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长江韬奋奖获得者。长期从事
新闻宣传工作，主编《中国式网络问政》
《织网十年》等著作5部，发表业务论文30
余篇，首创政民互动栏目《网上民声》。作
品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次、山东省精品
工程奖4次、省级新闻奖60余次,策划的多个
栏目被评为全国、全省互联网站品牌栏目。

墙报、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他干
了个遍；消息、通讯、特写、评论，他写了
个遍；通讯员、记者、编辑、主任、副台
长、总编辑，他体验了个遍；县、市、省、
国家级新闻奖，他拿了个遍。他叫邓兆安，
烟台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胶东在线网站总编
辑。在他并不伟岸的身躯里，藏着创新创业
的能量与激情。

新闻路从“西由记”开始

一部《西游记》，昭示一个道理：取经唯
诚。邓兆安是先知“西由”后知“西游”的,在新
闻生涯中，他体味到了“诚”的能量。

1959年邓兆安出生在掖县（今莱州市）
西由公社街西村。1976年夏，高中放暑假回
乡的他听到一件新鲜事：78岁的老大娘李富
良，户籍关系不在生产队，但她参加集体劳
动不计报酬，就写了篇通讯稿《八旬老人回
乡义务劳动》，发表在生产大队队部的土墙
上。这是他新闻路上的第一行脚印。

假期结束，邓兆安就读的高中实行教改
“开门办学”，开设了很多为期半年的培训班，
邓兆安毫不犹豫地选了“通讯写作班”。

利用课余时间，邓兆安在西由公社辖区
内采访，食品站、拖拉机站、兽医站，学大
寨先进村王贾村……真正写起了“西由
记”。这年秋，邓兆安终于在《烟台日报》
上发了处女作。

1977年，邓兆安高中毕业回乡，在劳动
之余，仍寻找新闻线索，坚持写作。1977年
底，掖县召开通讯员会议让邓兆安作典型发
言，并推荐他到县商业局做了秘书。活儿针
头线脑，千头万绪，但他再忙也不放下手中
笔，将商业局上上下下写了个遍，还把目光
瞄向了商业局外，令邓兆安难忘的一篇报道
《掖县气象局积极为专业户服务》上了《人
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和报
纸摘要节目播出，掖县气象局一下子成了全

国典型，上级还为此奖励了他们一辆吉普
车。

后来，他以农民合同工的身份被破格借
调到掖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跨出“西由”
的邓兆安如鱼得水，每年在地市级以上媒体
发稿300余篇，连续四年获得省新闻奖。

调任烟台电视台副台长后，邓兆安成了
真正的“新闻人”。其间，他多篇作品获省
级精品工程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和中国新
闻奖。

首开“网络问政”先河

2001年8月，邓兆安受命组建胶东在线网
站。当时还是“网盲”的他超前地意识到互
联网前景广阔。为网站命名，邓兆安绞尽脑
汁，煞费苦心，他心中的网站，名字必须响
亮，有地域色彩但又不囿于地域。思索多
日，“胶东在线”浮出脑海。

邓兆安始终清醒，“胶东在线”必须牢
记八字诀：“党字当头，一切为民”。在这
一理念指导下，2003年4月28日，当网站迎来
开通一周年之际，敢为人先的邓兆安尝试
“网络问政”——— 《网上民声》诞生了，政
民真正互动，由梦想变为现实。

《网上民声》源于为百姓创造一个说话
的地方的大胆创意和坚持“只帮忙、不添

乱”的郑重承诺，邓兆安带领网站同仁探索
完善的“提、审、办、回”等工作流程和考
核体系，搭起了党委政府和群众网上沟通交
流的“连心桥”，又连续创意开设了“爱心
桥”《爱心无限》、“舒心桥”《网上问
法》、“健康桥”《快乐健身》等“桥”系
列栏目，创出了在业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胶
东在线现象”。

为把这个百姓喜欢又容易“嫁接”的好
栏目传播到全国各地，邓兆安顶住各种嘲讽
和误解，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正名”机会。
走出去，请进来，马不停蹄。他还主持撰写
了26万字的理论专著《中国式网络问政》，
组织力量开发相关软件，“输送”给一些技
术力量薄弱的网站。

2009年，《网上民声》一举摘得第19届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成为山东网络界首个新
闻大奖，其经验入选2012年中宣部《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案例选编》，成为山东省入选的
唯一案例。2013年5月，在邓兆安倡导下成立
了“中国（地方）新闻网站网络问政联
盟”，网络问政之花如今绚烂多姿地绽放在
神州大地。

传递饱满正能量

如果说，网络问政是雪中多送炭，而放

大“典型”的光泽，则是锦上多添花。
邓兆安抓典型是一绝。上世纪八十年代

李登海的典型事迹、九十年代烟台推行社会
服务承诺制的典型经验，都留有邓兆安的智
慧和汗水。

2011年11月，龙口“最美女孩”刁娜在
车流中舍身救人的事迹发生后，邓兆安立即
联想到一个月前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
事件，觉得不能让刁娜传递的这股暖流转瞬
而逝，要让暖流汇成爱的海洋。他迅速安排
记者采写了《女孩以身挡车救人被撞，烟台
上演“最美”传奇》，然后他大胆创意，携
手全国100家城市新闻网站共同开展“爱传
百城——— 寻找最美的你”活动，成为当年互
联网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之一。以此制作的网
络新闻专题《接力寻美，温暖中国》荣获中
国新闻奖一等奖，邓兆安还作为首位网络媒
体代表在颁奖报告会上作了《百城接力寻
美，传递平凡大爱》典型发言。2012年9月25
日，“爱传百城”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纳入迎接党的十八大重要网络文化活动。

一次在国外参加统一组织的培训，酒店
里没有提供一次性用品 ,这深深触动了邓兆
安，回来后，他再次联合百家城市新闻网
站，精心策划推出了以“出行自带日用品、
节俭环保我光荣”为主题的“绿行中国”节
俭环保公益活动，自2014年以来，连续举办
了两届，300多名各类节俭典型被从全国各
地挖掘出来，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2014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写给烟台
大学生村官张广秀的一封复信，各媒体按惯
例发了通稿，但邓兆安又坐不住了，他敏锐
地意识到，宣传张广秀这一“村官”群体，
激励和带动更多人扎根农村，意义非凡。

节后一上班，邓兆安就组织骨干力量召
开了策划调度会，确定了报道的主题和重
点，明确提出要从全国视野采写此稿。当记
者成稿后，他又亲自改写，六易其稿，《习
近平复信村官引巨大反响 无悔青春谱写中
国梦》一文被新华网、人民网等200多家网
络媒体在首页头条全文转发，传统媒体也纷
纷跟进。邓兆安又率领大家策划制作了《无
悔青春，谱写中国梦》大型新闻专题，详细
记录、挖掘了张广秀精神，面向全国集中宣
传展示了一批扎根基层的优秀大学生村官。

这几年胶东在线网站还推出了“感动中
国”拾荒老人刘盛兰、“最美高富帅”周江
疆、“最美天使”王菁、“订票哥”甘宜强
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我喜欢毛泽东的《十六字令》：“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邓兆安就是一匹快马，但奋蹄何须扬长鞭，
激励邓兆安的，是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胶
东在线的掌门人，他鞭策同事们干事创业，
出更多的快马、名马、骏马，希望出现万马
奔腾的状态，让胶东在线品牌擦得更亮，叫
得更响。

作为新闻人，我欣赏邓兆安的状态。

邓兆安：奋蹄何须扬长鞭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5月19日至20日，2016年全省舞蹈优秀作
品展演在济南开演。展演涵盖了古典舞、民族
舞、现代舞等多个种类的29部作品，是从全省
申报的73部作品中精挑细选后确定的，集中
展示了近年来我省舞蹈艺术的最新成果。

据此次展演评委、山东歌舞剧院一级编
导胡玉平介绍，参加展演的作品题材丰富，
专业性很强，反映了近几年山东舞蹈艺术的
发展特色和优势。“尤其这些作品以创新手
法表达山东文化，展示了高等院校、艺术院
团的舞蹈艺术最高水准。”

表达山东文化符号

成舞蹈创作主旋律

淄博市歌剧舞剧院创作的舞蹈《齐风·
甫田》，在展演现场收获了评委们的一致好
评。

专家们认为，作为一部反映春秋战国时
期齐国盛世情形的舞蹈作品，《齐风·甫
田》在舞蹈形式上用现代舞蹈语汇演绎古典
乐舞，立意新颖；在舞蹈的表现力上，呈现
出“求古而非仿古，表现而非再现”的特
点，展示了齐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为观
众铺展开了一幅齐文化的恢弘画卷。“把齐
文化用舞蹈的形式展示出来，《齐风·甫
田》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胡玉平评价说，

“这种创新把齐文化的符号突出地表达了出
来，是近年来我省舞蹈创作贴近山东本土文
化这一特点的展示。”

“丰富的齐鲁文化为我省舞蹈的编排创
作提供了丰厚的营养，此外，也为舞蹈形式的
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山东艺术学院舞
蹈学院院长李军介绍说。此次展演中，有几部
作品直接借鉴了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例如，舞蹈《兖州花棍》借鉴的是入选
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兖
州花棍，《闯海人》融合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鼓子秧歌的元素。

“在我省舞蹈艺术的创作中，把山东文
化符号，尤其是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符号融
入其中，是非常有益的创新方式。”胡玉平
认为，“这也能引导其他形式的舞台艺术创
作重视我省优秀传统文化，以山东特色的文
化符号为创新、创作的源头。”

“学院派”舞蹈成为重要角色

在此次全省舞蹈优秀作品展演上，由山
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编导教学部老师韩越编
导的现实题材舞蹈《回家》，关注了当下备
受社会关注的拐卖儿童问题。短短几分钟的
舞蹈，就引人深思，催人泪下。“通过舞蹈
作品来关注现实问题，这需要超强的表意能
力和凝练的表达能力。”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赵宇评价说。

近年来，我省文化部门积极与驻鲁艺术

院校或高等院校的艺术院系合作，推动山东
舞蹈艺术的繁荣发展。记者观察发现，此次
展演的29部作品，有14部作品来自高等院
校。赵宇认为这是近年来舞蹈艺术创作的一
大趋势，“如今很多高等院校设立了舞蹈专
业，在舞蹈艺术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高等
院校在理论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有着优
势。”赵宇说，“而且，在舞蹈艺术的创新
方面，高等院校的舞蹈专业有着强烈的创新
意识。近些年来，我省高等院校在推动山东
舞蹈艺术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李军介绍，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有
8部作品参加了此次展演，这些舞蹈作品是
由学院编导老师和古典舞、民间舞、舞蹈理
论教学老师共同完成的。“有些并不是专业
的舞蹈编导老师，但是通过舞蹈教学的实践
也积累了相关的经验，通过学习提升就能够
进行独立的舞蹈艺术创作，创新、创作是舞
蹈艺术‘学院派’的一大特点和长处。”李
军说，“并且舞蹈专业学生学成走向社会
后，也能够把舞蹈艺术带到各地，扩大了舞
蹈艺术的影响力，所以高等院校的舞蹈艺术
正在愈加繁荣。”

继续加大舞蹈人才培养

和精品剧目的扶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省舞蹈艺术创作
经历过一个高峰期，创作排演出一大批优秀

的舞蹈作品。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对舞蹈
艺术人才培养和精品创作的扶持力度，舞蹈
艺术创作和表演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山东一大批优秀舞蹈艺
术作品亮相舞台，引起全国舞蹈界的高度关
注。赵宇说，“在十艺节上，山东舞蹈成为
引人注目的亮点，可以说山东舞蹈打了个漂
亮的翻身仗。”

2012年和2015年，省文化厅两次主办全
省舞蹈编导高级研修班，参加培训的学员有
机会接受国内顶级舞蹈专家的教学和现场指
导。2013年，我省又承办了“第十届全国舞
蹈比赛”，让我省舞蹈作品有了与全国优秀
舞蹈作品同台竞技，交流学习的机会。

“这次举办全省舞蹈优秀作品展演的目
的，就是集中展示近年来我省舞蹈艺术快速
发展取得的成果，展示我省优秀舞蹈人才和
精品舞蹈剧目的风采。”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
张东林介绍说，“也希望通过这种展演形式，
增强我省舞蹈艺术编排、表演人才的互相交
流和学习，进一步推动山东舞蹈艺术的整体
发展。”

据张东林介绍，我省还将继续加大舞蹈
专业人才培训、舞蹈作品创作展演的扶持工
作，尤其是加大对舞蹈精品剧目的扶持，同
时推动高等院校、专业院团交流，积极鼓励
舞蹈艺术作品进入市场、走进大众。“通过
这些措施，进一步提升我省舞蹈艺术水准，
促进舞蹈演艺市场的发展，引领群众喜爱、
参加舞蹈活动。”

全省舞蹈优秀作品展演在济南开演

以创新手法表达山东文化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16日下午，来自美国的

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的主席肯尼斯·尤金·
贝林先生，跟随山东博物馆“贝林”号流动
博物馆，来到黄河岸边的齐河县祝阿镇实验
小学。“贝林”号流动博物馆这次给孩子们
带来了近20件动物标本，以及“非洲野生动
物大迁徙展”图片展和一堂生动有趣的“尖
牙利齿话生存”的自然课堂。

孩子们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生动可爱的

非洲野生动物标本，第一次在博物馆自然专
家的带领下同标本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山东
博物馆“自然教室”的老师向学生们以牙齿
为例介绍了“动物的适应能力”，恐龙的牙
齿、鳄鱼的牙齿都有哪些不同？食肉动物和
食草动物的牙齿都是怎么进化形成的？这些
问题让学生们通过牙齿这个主题，生动地认
识了自然界的进化，更加爱上了自然，油然
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贝林先生亲自给
孩子们讲解非洲野生动物的故事，讲述他对

中国，对山东的热爱。他表示，还会随着山
东博物馆的流动博物馆走进更多的小学，让
更多孩子感受到自然的美、建立和动物的友
谊。

山东博物馆的流动博物馆在过去的一年
中，已经走过了全省17市40多所学校和社
区，给近两万名学生送去了210多个展览，受
到了老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好评。今后流动博
物馆还将继续走进更多的学校、乡村、海岛
和军营。

“贝林”号流动博物馆走进齐河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赵永斌 报道
5月13日，聊城市京剧院的演员们在省

级贫困村高唐县殷楼村进行京剧惠民演出。

□高占根 陈方明 报道
本报滨州讯 沾化渔鼓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4月26日晚，沾化渔鼓戏剧团在江苏宜兴人民剧院参
加第二届“中国·宜兴梁祝戏剧节”专场演出，演出的
《墙角》《枣园夜曲》《村里有个烂筐子》三个剧目全部
获得“最佳”剧目奖。

《墙角》是剧团自编自创的现代渔鼓小戏：开风味小
吃的老蔫老板，小店墙角被人当成公厕而引发一系列问
题，最终在当地政府的统一规划下，这些问题得到妥善处
理。这个剧目题材贴近生活，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
象刻画细腻传神，演员表演水平高，具有很高的艺术水
准。在2013年第五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大赛上,
《墙角》获小戏一等奖。在这届大赛中，另一个新编剧目
《枣园夜曲》获二等奖。

新创作的另一部现代渔鼓小戏《村里有个烂筐子》，
是一部反映农村基层生活的喜剧作品，讲述的是目前一些
农村青壮年男劳力全部外出打工，农村干部积极为留守群
众排忧解难的故事。在2015第六届全国小戏小品展演中,该
剧获“最佳”剧目。

据介绍，2007年以来，沾化渔鼓戏剧团创作文艺作品
20件，获得国家级奖项12项，省级奖项8项。

沾化渔鼓戏三剧目

摘得梁祝戏剧节“最佳”

□记者 王洪涛 实习生 郝学娟 报道
本报北京电 近日，临沂市书画作品晋京展在北京中

国美术馆开幕，展期13天。
展览立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文艺精品创作，是

临沂书法绘画作品走进中国美术最高殿堂的首次整体亮
相。来自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省美术
家协会及众多具备美术专业正高级职称的专业画家和教授
共98位书画名家，满怀深情地描绘沂蒙大地的壮阔画卷，
多元化展现书圣故里的艺术风采，通过书画艺术的特有形
式生动阐释和弘扬中国梦。同时展出的还有国家级艺术名
家以沂蒙为题材的创作作品和祝贺作品。

据了解，临沂市现有中国书协会员109人、中国美协
会员26人，省市级书协和美协会员3000余人。近年来，在
中国书协举办的兰亭奖、全国展和单项展上接连摘金夺
银，入展获奖达百余次；在中国美协主办的各项展赛中，
有40余人入展获奖。

临沂举办晋京书画展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乾坤正气——— 刘书军画钟馗”作品展

日前在三箭孔子文化大厦举行，共展出刘书军近年来以
“钟馗”为题材的扇面小品40余幅。

此次展览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省文联、山东画院
主办，山东美术馆、山东省美协、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协
办。

刘书军现任山东省美协副主席。作为一位军旅出身的
画家，他的创作以主旋律、重大题材著称，《老民兵新课
题》、《毛主席考察东郊公社》、《中流砥柱》等均是脍
炙人口的作品。在这些人物画创作之余，刘书军创作的钟
馗系列作品则很好地体现出他的轻松幽默与文人情怀。

此次展览展出的40多件作品，全面反映了刘书军对钟
馗这一题材的思考与体会。他把写实创作的严谨与笔墨挥
写的灵动结合起来，在内容、章法等多方面丰富和创新着这
一古老的题材。展出作品中，有的表现钟馗正义之气、善恶
分明，如《秋巡》一画，钟馗仗剑迎风，眼神凌厉，仿佛洞悉周
遭，令一切邪恶不寒而栗；也有的表现钟馗的文人意趣和情
怀，如《还要读书》，钟馗在林间石上潜心阅读，不禁令人想
到其生前的盖世文才；此外，还有许多将现实生活融入钟馗
题材的作品，如《老钟也有垂钓趣》《高手》等，表现垂钓、与
儿童嬉戏的钟馗，使画面贴近生活、生动有趣。

刘书军画钟馗作品展举办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春华秋实——— 李连谨师生书画刻瓷艺

术展”5月14日至25日在山东美术馆艺术助力空间举办。
本次展览也是我省第2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之
一，共展出特殊教育工作者李连谨及其培养的36名学生
创作的作品150件，包括书法、国画作品70件，刻瓷作品
80件。

山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赵军介绍，山东美术馆作
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常年保持对特殊群体的关注，结
合实际推出多种形式的审美教育，让特殊群体与普通民众
平等共享优秀文化艺术成果。今后，山东美术馆还将加强
与山东省残联、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等专业机构的合
作，倡导全社会关注残疾人艺术事业，共同为我省残疾人
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李连谨表示：“看到我的学生将所学技能转化为谋生
本领，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我感到由衷的自豪。特殊教
育特别是残疾人职业教育对残疾人走向自强和小康之路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大家携手，共同关注残疾人事业
和残疾人教育，让爱的主旋律响彻祖国大地。”

李连谨师生书画刻瓷

艺术展举办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5月13日晚，青岛市市南区在五四广场举办“吾邻高

手”群众歌咏赛暨颁奖仪式，来自各街道办事处的歌唱队
伍进行了歌唱比赛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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