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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孙先凯

1张全省文化精准扶贫数字化地图，清
晰标注、显示贫困村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
为文化精准扶贫导航。这正是我省实施
“169”文化精准扶贫行动的“1”，另外，
“6”即办好6件实事，“9”则是实施9项工
程。

6月6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济南召开新闻
发布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
徐向红介绍，我省实施“169”文化精准扶贫行
动，省级财政3年计划投入约7 . 8亿元，确保在
2018年前，全省7005个贫困村实现“四个全面
覆盖”，即村村建成综合性文化活动室、村村
建起文体广场、村村组建秧歌队（或群众业
余文化团队）、村村实现一年一场戏。

扶贫导航地图

每村采集101项数据

根据6月3日正式公布的《山东省“169”文
化精准扶贫行动方案》，将在省文化厅官方网
站建设这张全省文化精准扶贫地图。地图涵
盖全省17个市、129个县区的7005个贫困村，每
村采集101项数据。相关数据将依据扶贫进程
动态呈现。今年6月底前，实现上线试运行。8
月底前，初步实现数据自动生成分析。

这张地图将做到“四个标注”。标位
置，标注贫困村地理位置，实现可查询、可
导航。标资源，标注贫困村及贫困村周边的
文化企业、文化产业园、非遗项目、文化院
团等文化资源。标需求，标注贫困村现有文

化基础条件、文化需求项目。标进度，标注
每个贫困村文化扶贫工作进度情况。在此基
础上实现点、线、面和动态的数据自动生成
分析，为分类施策、精准扶贫、动态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

在这张扶贫地图的精准导航下，将办好
6件实事，包括贫困村文化设备购置补助、
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活动室补助、基层视障数
字阅览室服务站点建设、向贫困村及贫困地
区福利机构送演出活动、支持贫困村文化活
动建设、为贫困村配备便携式拉杆音响。

同时，实施9项工程，分别包括公共文
化扶贫、非遗传承扶贫、文化产业扶贫、文
化惠民扶贫、文化人才扶贫、乡村儒学扶
贫、艺术创作扶贫、市场服务扶贫、国际合
作扶贫。

6件实事与基层文化需求相结合

近日，一场“精准扶贫奔小康文艺汇
演”在省定贫困村莒县峤山镇古乍石村举
行，该村及周边村庄近千名群众观看了演
出。这场送到边远山区的文艺演出，有歌
曲，有舞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采取
“身边的人登台演出”、“身边的人演身边
的事”等方式，展现社会新风和时代新貌，
赢得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重点倾斜向贫困村及贫困地区福利机构
送演出活动，正是我省“169”文化精准扶
贫行动的“6件实事”之一。今年，我省计
划落实资金1200万元，其中，800万元向省级
艺术表演团体购买公益演出400场，面向全
省农村演出，贫困村演出占比不低于60%；

400万元向省级艺术表演团体购买公益演出
约200场，面向儿童福利院、乡镇敬老院、
农村幸福院等社会福利机构演出，并优先向
贫困地区倾斜。在今年的基数上，2017年、
2018年还将争取增加公益演出场次。

我省文化精准扶贫着力做到“四个结
合”，即文化精准扶贫与省定专项扶贫工作
相结合、与基层文化需求相结合、与各地探
索创新相结合、与各项文化工作相结合。这
种结合正是通过“6件实事”、“9项工程”
体现出来的。

比如，我省将加强贫困村文化设备购
置。在2015年补助608个省派第一书记帮包村
的基础上，2016年争取彩票公益金9350万
元，对1870个贫困村每村补助5万元，购置综
合性文化活动室所需书橱、乐器、演出服、
道具、电脑等设备。其他4327个贫困村，补
助分别在2017年、2018年完成。

其中，贫困地区村综合性文化活动室建
设将获得优先补助，“十三五”期间，省级
财政每年投入1亿元，2016年，面向全省58个
财政困难县和沂蒙革命老区县，完成10000个
村每村补助1万元的任务。今年10月底前，
完成第一批拨付补助任务。

“富脑袋”和“富口袋”同时抓

《“孝文化”全国漫画大赛作品集》、
《孝文化电影推荐名录》、《孝老爱亲演唱
材料集》等几本小册子，日前由临沂市文广
新局编印推出。这些小册子是为推进文化扶
贫工作，配合临沂市开展的“孝文化进万
家”系列文化活动而编辑的。小册子收录的

内容，比如柳琴小戏《婆婆也是妈》、山东
快书《孝子亲》等，都是当地剧团演出的剧
目。这些剧目以文化人、以戏化人，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凝聚发展力量。

临沂市有省定贫困村（库区村）992
个。临沂市文广新局局长曹首娟介绍，当地
文化精准扶贫主要探索“富脑袋”和“富口
袋”同时抓的做法，“通过推进非遗项目保
护生产产业化，举办各类非遗项目传承培训
班，扶持带动一批文化产业示范户，非遗项
目开发生产成为致富一方的主导产业。”

据悉，莒南县石雕石刻出口产品已发展
到3000多个品种，临沭县草柳编工艺品年产
值达16亿元，郯城县中国结产业份额占全国
市场的70%，逐渐形成了一乡一品、一村一
业的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同时，“非遗
+电商”模式也获得青睐，临沭县白旄镇成
为知名的柳编“淘宝村”，费县非遗传承人
卞成飞“沂蒙手绣香荷包”天猫网店，带动
了周边群众致富。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以来，我省
以各级公共图书馆为主阵地创新建设“尼山
书院”、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主阵
地建设乡村（社区）儒学讲堂，越来越多的
基层百姓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潜移
默化中改变了民风民俗。目前，全省已建成
乡村儒学讲堂近7000个。

据介绍，今年，我省乡村儒学扶贫工程
将对107个贫困村进行乡村儒学建设重点扶
持。通过组织乡村儒学讲堂师资派驻授课，
借助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贫困村直播国
学公开课，为贫困村配备乡村儒学资料等方
式，丰富乡村儒学扶贫的内容。

我省建设文化精准扶贫“地图”
助力办好6件实事实施9项工程

□ 孙先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是将文
化资源转化成文化产品的过程，文化产品
进一步还要经历市场的考验。如此一来，
市场的盲目、无序等缺陷也必然给生产性
保护带来不良影响。笔者在采访非遗生产
性保护过程中，时常会遇到生产者蜂拥而
上，盲目扩大生产；产品低质单一，毫无
新意；抄袭模仿他人，缺乏特色优势；同
业者压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等现象。非遗
生产性保护想要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
需要政府和从业者首先为其立规矩。

去年，我省颁行《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条例》，提出鼓励和支持“开发具有地方、
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这
是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的肯定。但笔者认为，
政府还需要明确和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
进一步细化鼓励和支持的方式，为非遗生产
性保护立下更加合理、明确的规矩。

据笔者观察，非遗产品千篇一律的模
仿和抄袭是生产性保护过程中的一大顽
疾。面对种种仿制、假冒等侵犯知识产权
的行为，许多非遗产品生产者也表示无
奈。一方面，缺少直接针对非遗产品的保
护法律、法规，而仅仅指出适用的知识产
权法律、法规，造成从业者保护知识产权
的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当从业者出
现知识产权纠纷时，采取相关行政手段的
主体和执行能力不够健全，导致部分从业
者丧失维权信心而对侵权行为听之任之。

笔者认为，政府在引导非遗生产性保护
过程中，首先要立下的便是非遗产品知识产

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严格执法规矩。政府
部门可以根据知识产权法律、法规，针对非
遗生产性保护的特点，明确相关的法律、法
规，并向从业者解释和宣传；在知识产权纠
纷产生时，明确以法律、法规为准则，给予侵
权当事人以行政性处罚。以期望非遗生产性
保护从业者能够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并有通畅的维权渠道。

其次，想要维护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健
康和有序，政府还应科学引导。笔者了解
到，我省正在打造山东省文化版权信息交
易网，建成后将成为集文化版权登记和文
化版权交易为一体的平台。如果将非遗项
目引入该平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将不再
是具体产品的生产，而是可以通过文化版
权的交易，授权开发更多形式的衍生品，
更加凸显非遗项目的文化价值。

非遗生产性保护中，政府立下监管和
引导规矩十分有必要。在这一过程中，从
业者的角色也不可或缺。从业者作为非遗

生产性保护的参与主体，应该立下哪些利
于自身发展的规矩？笔者认为，创新和协
作是重要的两点。

有专家认为，非遗生产性保护强调的
是非遗的“变化性”“活态性”，相当一
部分非遗项目不变革就没有在当下生存的
价值。这就要求从业者首先为自身立下创
新的规矩。将非遗所传承下来的文化内涵
与现代生活、技术相融合，才能让非遗产
品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在非遗项目桃木雕刻的盛行地区，当
地有三百多家企业从事桃木雕刻的生产。
互相抄袭、压价倾销等无序竞争阻碍了行业
整体的健康发展。为此，当地从业者联合成
立行业协会。协会成立后，各企业通过协会
抱团取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恶性竞争，达
到了协调共赢。笔者认为，非遗生产的从业
者可以学习该行业协会的做法，为自身立
下协作的规矩。从从业者的角度，进行自我
协调，保证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健康、有序。

非遗生产性保护要先立规矩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5日，新西兰籍华人艺

术家姜宏光将自己创作的5件作品捐赠给山
东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彩墨花鸟系列》的
第1、2、3、20号作品和《和平小鸟系列》第5号作
品。这5件作品都以动物为创作主题，巧妙地
将中国画与西洋画法的艺术精华相结合，鲜
明体现出艺术家构图设色的个性与创新。

姜宏光祖籍文登，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
院国画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术系。传统文
化的长期浸润，海外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让他
对中国绘画、书法的艺术精神有了更深层次
的感悟，也让他对艺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的”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于是，在他的作品
中，能够领略到中国传统水墨精神的意味深
长，又能够感受到西洋绘画中对光、色彩的追
求与张扬，个性风格十分鲜明。他说：“让大家
看见作品就能判断出是我的。”

面对他的作品，用色大胆是最直观也是
最强烈的感受。红色、绿色、黄色、蓝色都
非常纯正夺目。姜宏光说，“用色上，吸收
了唐三彩、元青花，甚至是瓷器窑变的一些
元素。构图与造型等方面，还吸收了皮影等
民间艺术的表达形式。”除此之外，长期在
海外生活，受西洋绘画的影响，他也逐渐把
西方绘画的技法融入其中。这种融合，体现
在作品的色彩上，是独树一帜的大胆夸张，
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姜宏光关注环保，热爱自然，所以作品多
以环保、动物为创作主题，被誉为“绿色画
家”。他笔下的水鸟、孔雀、袋鼠，甚至是鱼，令
人不可思议地结构到同一个画面中，看上去
似乎生活中这些动物就是这样在一起和谐相
处。看了这样的画面，自然而然地唤醒了人们
心底里对自然与环境的那种珍爱之情。

人在海外，不论多远，对家乡的深情是
无法割舍的。姜宏光如今担任新西兰中国文
化艺术交流协会主席、新西兰美术家协会主

席，尤其致力于新西兰与中国、与山东的文
化交流。他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努力推动

山东艺术家与新西兰艺术家的交流，包括双
方互访、写生，举办展览。“这种交流对艺

术家、对艺术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希望这
种交流更广泛、更深入。”

姜宏光向省博捐赠5件作品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王军 报道
6月15日，在惠民县何坊街道中心小学，孩子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二胡演奏，感受经典民族乐器的艺术魅力。

6月20日至6月26日
1、6月21日至24日19：30，山东省话剧院在历山剧院

演出话剧《孔子》。
2、6月23日、24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3、6月24日19：00，济南市吕剧院在群星剧场演出传

统吕剧《姊妹易嫁》。
4、6月24日19：30，山东省京剧院在梨园大戏院演出

京剧《红鬃烈马》，历山剧院演出曲艺《历山艺享汇》，
山东省柳子剧团在东柳戏院演出柳子戏优秀剧目《红罗
记》。

5、6月24日、25日19：30，山东剧院演出开心麻花
《旋转卡门》。

6、6月25日、26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省话剧院
亲子剧场演出儿童剧《爱丽丝梦游仙境》。

7、6月25日14：30，济南市吕剧院在群星剧场演出传
统吕剧《墙头记》。

8、6月25日10：00、15：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
历山剧院演出童话剧《白雪公主》。

9、6月25日19：30，山东省杂技团在金奖演艺厅演出
精品杂技晚会，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开心甜沫
103期专场。

10、6月26日19：30，济南市歌舞剧院在省会大剧院歌
剧厅演出大学生流行音乐节推介音乐会。

11、6月26日19：30，山东省吕剧院在百花剧院演出新
编吕剧现代戏《宣言》。

12、山东美术馆展览：6月14日至6月23日，写意中
国·2016中国国家画院美术作品展；5月31日至6月30日，
“安娜·贝尔蒂—与字母、数字做游戏”设计展；6月7日
至6月25日，山东美术馆馆藏“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美
展”作品展；6月26日至7月13日，庆祝建党95周年暨长征
胜利80周年山东省优秀美术作品展。

泉城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增强反省能力，

才能避免各种盲视和短视行为

●“子女不愿继承家业，老师傅招不到徒弟，是一个
现实问题。无论是国家立法还是政府扶持，都不可能强迫
年轻人一辈子坐在绣花凳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陈岸瑛说。文化部
自2015年4月起实施的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截至目前已有约3600人次参加培训。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
习培训计划以传统工艺为切入点，参训学员中既有代表性
传承人，也有他们的子女、徒弟以及长期身处一线的普通
从业者。“政府和院校充其量只能起到引导和辅助作用，
最终还得靠传承人自己，靠传承人之间形成共识、形成合
力。”陈岸瑛说，“当传统工艺在市场上越来越活跃时，
非遗传承人群尤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反省能力，才能
避免各种盲视和短视行为。”

“明星化之风”不可长

●“把钱都花在明星身上，而电影的制作和场景做得
都不够好，这是另外一个陷阱。”

著名导演李安说。他坦言，早年的台湾电影、香港电
影都曾被“盲目追逐明星和资本”而拖垮过。“当年的台
湾市场就是太过倚重明星效应，把钱都花在明星身上，制
作不够好，就走了下坡路。”此外，李安还指出，明星吸
引人，无可厚非，他们容易把电影炒热，这是“好事”；
但是作为电影人自己心里要“有数”，最后看的是他们打
动人心的品质，所以关键是要拍跟我们的情怀、思想有关
系的东西。

(于国鹏 辑)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1日上午，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

明伦堂内座无虚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龚
鹏程应邀担任主讲人，做了题为《孟子对中国文化的历史
贡献与影响》的讲座。这也是省图尼山书院“孟子公开
课”的首个讲座。

讲座中，龚鹏程教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孟母三
迁”到历史上“母教”的影响、从“性善论”到佛教中国化与

“性善论”的关系、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到孟子论辩的理论
化特点、从儒家“孝道”到中西方法律文化、从明太祖贬孟到
政通与道统的关系，系统阐述了孟子的思想体系及对现代
社会、国家、家庭及个人的重要意义。龚鹏程教授渊博的知
识、幽默的谈吐，为听众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孟子系列公开课是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继孔子系列
公开课之后推出的又一项学术普及与推广活动。这项活动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联合主办，通过邀请国内外著名
专家举办学术讲座的方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与传播。

省图尼山书院

“孟子公开课”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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