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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性推动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

●“这些年研究网络文学，觉得它的海外传播是非常
重要的发展新现象。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近年来出
现越来越猛的势头，这个传播并不仅仅限于类型文学不那
么充分发达的东南亚地区，还包括在非常成熟和饱和的欧
美地区。”

———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说。“中国小说为什
么在海外受欢迎，恰恰是它具有全球性，全球文化的共通
性、网络性和中国性。我问过一些外国朋友怎么看这种现
象，尤其是粉丝评论，他们说现在国外小说是纸版畅销，没
有追更的形式，他们觉得中国网络文学的形式很吸引人、很
新鲜。由此，网络性与中国性的关系是：中国性要借助网络
性获得新生，网络性又是从中国性中生长出来的；中国性要
走向世界，网络性是首先需要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性是
中国文学为全世界提供的最独特的贡献。”

我国已免费开放4013座博物馆

●“近年来，我国推行博物馆惠民政策，推进实施免费
开放。目前，已有4013座博物馆陆续向公众免费开放。”

———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我国中央财政每年
投入30亿元人民币，为博物馆免费开放提供经费保障。这
些博物馆的免费开放，不仅使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
保障，也使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博物馆事业的专业化、现代化、社会化的
步伐正在大大加快。根据规划，到2020年，我国博物馆公
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将从目前29万人拥有１座博物馆发
展到25万人拥有１座博物馆，年服务观众8亿人次。在推
进博物馆公共服务均等化、广覆盖的同时，我国特别加强
贫困地区、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博物馆建设，推动服务
社区、学校和偏远地区的流动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建
设。”

（孙先凯 辑）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11月11日，省文化厅在济南组织召开
2017年全省重点文化工作务虚会，邀请省直
有关单位、市文新局负责人、基层党政领导
干部、基层文化工作者等参加，听取他们对
于文化工作的建议和思考，为精准确定2017
年山东省重点文化工作提供依据，使全省文
化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围绕2017年
全省重点文化工作项目和重大文化活动安
排、基层群众对文化工作的需求和期待等内
容，与会者从艺术创作与生产、文化产业发
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外文化交流、
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市场管理等多个方面，介
绍各自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成果，以及面对
文化工作新课题的一些对策与思考。虽然发
言角度和重点不一样，但创意、融合、基层等
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几个关键词。

高度重视内容创意产业

文化产业发展是大家的关注点之一。据
了解，2015年，我省文化产业规模达到3000
亿元，总量居于全国前列，但与先进省份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全省文化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
产业结构上，处于核心层的内容产业占比较
低 。 据 “ 中 国省市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指数
（2016）”显示，我省文化产业生产力指数
第二，驱动力指数则排在了十名之后。

省政府文教处处长董晓认为，山东文化
产业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增强驱动
力，应高度重视内容创意产业，“培育一批
新媒体开发、工业设计、旅游策划、艺术表
演、动漫游戏等领域的知名品牌、企业和园
区，提高内容创意产业在文化产业中的占
比，以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实现文化产业
发展规模和质量双跨越。”

她同时认为，还要高度重视刺激文化消
费。从山东文化消费的统计年鉴来看，一方
面，与其他消费相比，很多人在文化上花钱的
意愿还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相对于老百姓的
收入来讲，一些演出的票价也确实相对偏高。
所以，要注重培育多元化、多层次文化产品，
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需要，更重要的还
是要撬动文化消费，培育文化消费理念，引导
文化消费行为，提高文化消费在城乡居民日
常消费中的比重。“探索创新方式方法，让文
化消费常态化，成为老百姓的生活习惯、生活
方式，充分释放文化消费市场潜力。”

跨界融合不断带来惊喜

融合是大家提到的另一个高频词汇。在
艺术创作与生产方面，跨界融合屡屡带来惊
喜。临沂市文广新局局长曹首娟介绍，临沂
市借力发力，拓展“艺术创作”的路子。借
力发力，其实就是对资源的联合与融合。

融合的效果很明显。临沂市制定了每年
推出一台大戏、二十部小戏的创作计划。在创
作模式上进行探索，借助外力提高“本土”创
作演出人员的水平。其中，邀请词作家曲波、
曲作家臧云飞等，以及歌唱家阎维文、万山红
等一批著名艺术家，连续两年推出大型爱国
主义情景组歌《沂蒙红崖》、大型跨界融合舞
台剧《沂蒙组歌》，立上舞台演出后，又根据各
方面专家的意见，按照同样的艺术标准要求，
组织本地演职人员认真排练，实现了“本土
化”，演出后的效果也非常好。

发展文化产业同样高度关注融合。目
前，全省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正渐入佳
境。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上，我省近几年已
经取得不俗成绩。以旅游演艺为例，截至去
年底，我省旅游演艺项目达30余处，泰安的
《中华泰山封禅大典》《泰安千古情》《刘
老根大舞台》，威海的《华夏传奇》，兖州

的《菩提东行》，招远的《金山佛谕》，已
经在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泰安的《中华泰
山封禅大典》《刘老根大舞台》还入选2015
年中国旅游演出票房40强。

莱芜市莱城区副区长李娅丽表示，该区
将立足全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红色文
化、鲜明的生态文化、浓郁的民俗文化等资
源优势，深入挖掘开发齐长城古村落、青石
关、长勺之战、夹古会盟、仙人遗迹等历史
文化和遗迹，努力把特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特别是要把南部山区旅游开
发作为当前工作重点，成立莲花山旅游区管
委会，研究制定总体开发方案，打造全国知
名的‘莲花圣境，度假天堂’旅游品牌和
‘佛教圣地’、‘道教圣地’、‘鲁文化圣
地’、‘红色革命圣地’。”

董晓评价说，产业融合作为一种产业创
新，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
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也是相关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其中，文化与旅游
的融合又更加特殊。“要扩大文化消费，促
进文化传播，旅游就是很好的途径。”

群众文化

要成为身边的“手机铃声”

文化工作强调“共享”，要真正送到群
众身边，让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文化发展成
果。淄博市博山区博山镇党委书记王伟说：
“文化工作要接地气。文化不是一个离我们
遥远的高大上的名词，不是听得见但摸不着
的‘高音喇叭’，而是时刻围绕在身边的
‘手机铃声’，能够信手拈来。”

王伟说，群众文化工作要真用心，“这
些年博山镇群众文化活动之所以丰富多彩，
好戏连台，就是因为抓住了一支在文化发展
上用心，热爱群众文化事业的镇村干部队伍，

并较好地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镇综合
文化中心建成后，基层文艺工作者的热情被
空前激发，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故事小事迹
被搬上文艺舞台，三句半《富美和谐新博山》，
描绘了普通百姓眼中家乡的发展变化，朱西
村村民创作的《赞两委》、《贺双喜》等表演唱
小段，演出后也都获得村民赞扬。”

菏泽市定陶区南王店镇宋庄行政村的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启瑞说，宋庄村是
一个传统的农业村，也是一个省级贫困村，
文化惠民让村里展现出积极向上、欣欣向荣
的新气象。在省民政厅下派干部的大力帮助
下，村里建起了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乡村
文化大舞台，还有一处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
的文化广场正在建设中。目前，每年开展大
型文艺活动6次，群众性文化活动经常有、
经常办。他同时提到，目前，基层文化产品
的水平已经难以满足群众需要，基层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标准普遍较低，“基层文化建设
需要跟上广大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

来自吕剧发源地的东营市牛庄镇党委书
记郑金勇介绍，借助吕剧故乡特有的资源优
势和牢固的群众基础，近几年，牛庄镇通过
实施“五个一”工程，对吕剧文化的保护传
承工作做了大量有益探索。在吕剧文化的带
动下，以解家草编、曹家剪纸为代表的民俗
文化也有了长足发展，特色文化产业进一步
繁荣。结合吕剧的发展现状，他建议，引导
专业吕剧团体与基层吕剧剧团建立“联培”
机制，加大吕剧人才培养力度，建立基层文
化帮扶机制，进一步促进吕剧这一山东代表
性地方剧种的发展。

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文化站长高爱国则
表示，需要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如今，
农村专业人才还比较缺乏，“村里缺少懂业
务的专业人士，特别是戏曲、书法、绘画、
舞蹈等爱好者，殷切盼望上级专业人士到村
里来进行培训指导。”

创意 融合 基层

明年文化重点工作热议关键词

□ 孙先凯

近年来，我省文化系统针对不同的文化
工作者，以不同的主题举办了一系列培训
班，逐步形成了有计划、常态化的培训。很多
基层文化工作者通过培训得到了专业指导，
很多文化工作者学到了其他地区的先进经
验……可以说，培训班对于文化工作者专业
素养的提升和工作热情的发挥起到非常大
的作用。

近日，笔者在参加某培训班的时候放眼
望去，熟悉的面孔占了一大半。与学员们交
流发现，培训从政治性、知识性、专业性等方
面提升学员的素养，让他们收获不少。但他
们也有些许无奈：基层工作人手少，参加培

训的任务基本上就压在了经常参加的那几
个人身上；有时候遇到理论性较强的培训，
在工作实践中用不上；培训完回到工作岗位
上，也没有要求汇报、应用，培训效果出不了
办公室……

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通过培训学习加
快知识更新、提高专业素养，是工作的常态
和必须。但是，如何才能让培训效果发挥得
更好？笔者认为，要以需求为导向，实施精准
培训。同时，培训要与实践相结合，培训后还
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回访制度保障培训效果
的发挥。

实施精准培训，在笔者看来，首先要精
准选择培训对象。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层级
的文化干部，对于文化业务知识的需求不尽
相同。在组织培训之前，要“以人为本”、“按
需施教”，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
电话访谈等方式，对文化干部进行摸底调
查，了解他们对于培训的不同需求。

有针对性地选出接受培训的文化干部
之后，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按需对味”的培

训内容。就是要采取“订单式”培训，把“需要
什么、培训什么、学哪个专题、什么时间学”
的选择权交给学员，充分调动参训者的主观
能动性。笔者了解到，近日举办的“2016年度
山东省乡镇综合文化站长培训班”，首先遴
选了我省贫困村相对集中的临沂、菏泽、枣
庄、德州、聊城等5个市的乡镇文化站站长进
行培训。培训内容围绕着学员们非常关心的

“文化扶贫”这一主题，进行了“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有
关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工作”、“群众
文化活动的策划与组织”等主题开展培训。
尤其是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有关问题”的
培训课堂上，学员们结合所在乡镇的实际，
纷纷向授课老师请教如何利用当地的文化
资源来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听了老师的讲课
和解答，很多学员表示豁然开朗，收获颇丰。

培训目标是通过学习提升实际工作的
能力，在笔者看来，培训过程中相关理论的
学习固然重要，将理论结合实际的实践才是
培训的终点。

今年举办的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艺
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吕剧《姊妹易嫁》
青年表演人才培训班，其培训过程分为“集
中培训—实践学习—总结提高”三部分，学
员们普遍反映在这三个阶段的学习过程中，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收获。尤其是到了实践
学习和总结提高这两个阶段，之前授课老师
所讲的理论都能用得上。通过回味，也逐渐
明白了集中培训阶段中授课老师所讲的疑
难理论。如此一来，笔者认为，理论学习结合
实践教学，成为培训的最佳模式。

很多时候，培训课程已结束，对于学
员来说培训就结束了。培训效果如何才能
“飞出”办公室，成为指导日常工作的良
方？在笔者看来，还需要一定的回访机制
进行保障。参与培训的学员要将在培训过
程中的所学形成一定的书面或者是经验，
用来提升工作水平；培训方也需要定期回
访，对学员在培训后的工作进行评估，督
促学员将培训所学应用到工作中去，保证
达成培训的目标。

抓培训更要抓效果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5日晚，由省委高校

工委、团省委、省文化厅、省教育厅共同主
办，省话剧院具体承办的省直艺术院团“艺
术进校园”公益演出启动仪式暨话剧《家
事》高校巡演活动首场演出，在山东艺术学
院举行(右图），标志着山东省直艺术院团
“艺术进校园”公益演出活动全面启动。

话剧《家事》是山东省话剧院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所创作的一部优秀作
品，于今年6月份成功首演。该剧以一个
普通家庭为切入点，以崭新的视角，讲述
了以洪老爷子为代表的一家三代共产党人
一心为党、无私奉献的故事，歌颂了基层
共产党员坚守理想信念、保持党员本色、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困难面前挺身而
出、危险面前不怕牺牲的高贵品质，以轻
松的故事、诙谐的台词、感人的表演成功
讲述了深刻的道理，能够让年轻人在演出
中感受信仰的力量，坚守信仰，明确奋斗
目标，是一部适合大学生观看的正能量话
剧。

据了解，山东省直艺术院团“艺术进校
园”公益演出活动是将省直艺术院团组织起
来开展的一项公益性文化活动，预计演出70
余场。将为丰富校园师生精神文化生活，培
养青少年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艺术
素养，促进齐鲁优秀文化传承发挥积极作
用。为保证演出效果，省文化厅规定所有参
演剧节目均为能够体现所属艺术品种的艺术
特色，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

话剧《家事》走进山东艺术学院
省直艺术院团“艺术进校园”公益演出正式启动

11月21日至27日
1、11月21日至25日，山东歌舞剧院在山大辅仁小

学、齐鲁师范学院(章丘)、山东大学中心校区、齐河一
中、爱都小学、山大附小雅居园校区、济南大学、山财舜
耕校区进行艺术进校园演出。

2、11月21日、22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山东交通
学院演出话剧《家事》；24日、25日，在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演出话剧《家事》；26日、27日10：30，省话亲子剧场
演出儿童剧《木偶奇遇记》；26日10：00、15：30，在
JN150剧场演出儿童剧《海的女儿》。

3、11月24日19：30，山东剧院演出《春江花月夜》王
丽娜独唱音乐会；26日19：30，演出天空之城——— 宫崎骏
动漫视听音乐会；21日至27日19：30，山东剧院芙蓉馆演
出相声专场。

4、11月24日、25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大
型原创民族歌剧《八月桂花遍地开》。

5、11月25日19：30，历山剧院小剧场演出《历山艺享
汇》相声专场。

6、11月24日19：30，济南市京剧院在济南群星剧场演
出京剧《孔圣之母》。

7、11月26日10：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宝贝剧场
演出儿童剧《小吉普变变变》。

8、11月26日19：30，济南市曲艺团在明湖居剧场演出
开心甜沫125期。

9、11月27日10：00、15：30，在JN150剧场演出魔术
主题秀《魔法学院》。

10、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中国精神第四届中国油画
展(第二区段)真像——— 当代中国写实油画的新发展研究
展；2016山东油画作品展；山东画家走进巴山蜀水——— 山
东画院、山东美术馆、山东省文化馆四川写生作品联展；
流金岁月·山东画院齐风鲁韵三十年作品展等展览活动。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舞出古典民族风
□记者 卢鹏 报道

11月10日，在济南国际机场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庆典
仪式上，由机场工作人员组成的演员队伍表演舞蹈《国色
天香》，舞蹈以浓郁的古典气质和民族特色受到热烈欢
迎。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