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张西可

热线电话：(0531)85193604 Email:xike777@126 .com公共文化14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3日召开的2017年全省

文化工作会上，省文化厅厅长王磊表示，将
鼓励和支持戏曲名家设立“大师工作室”，
开展“名家传艺”活动，助力青年艺术人才
成长。同时，省文化厅也将组织举办山东地
方戏曲剧种代表性传统剧目展演，遴选优秀
大型剧目进京展演。

2016年，省文化厅进一步加大扶持力
度，激发创作活力，一大批新作品、新人才
不断涌现。全省新创作、加工修改剧目70余
部，省直院团改革创新，基层院团活力涌
现，艺术创作呈现出持续繁荣态势。

艺术创作的繁荣，得益于我省扶持力
度的不断增强。省文化厅继续实施舞台艺
术“4+1”工程和重点选题评选资助办法，
在选题立项、剧目加工、演出奖励、文艺
评价、艺术人才培养各个环节进行“全链
条”扶持引导，形成“山东模式”并在全
国推广。2016年，累计对25个艺术创作和
展演交流项目进行了扶持，扶持资金1970
万元。

尤其是大力抓好地方戏曲传承发展。出
台《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
〔2015〕52号文件做好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
意见》，从政策层面上予以强有力的支持。
2016年10月，省文化厅、省教育厅又联合开
展“艺术家进校园”活动，组织省京剧院、
省吕剧院、山东歌舞剧院、省话剧院等单
位，组织本院团优秀剧节目，以整台大戏或

者卖场音乐会的形式，到高校进行演出，以
丰富校园师生精神文化生活，提高青少年学
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素养，传承和弘扬优秀
齐鲁文化，艺术院团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强
烈反响。

我省还协调中央、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
2400余万元，对20余个传统地方戏剧种进行
重点扶持。在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评选中，
我省43个艺术项目获资助，资助资金达2685
万元。我省还着眼于演艺业每个环节的提
升，成功举办“全省剧场运营管理人才培训
班”和“院团管理培训班”，提升了剧场、
院团管理人员业务水平。

成果引人注目。一年来，大批优秀作品
立上舞台。舞剧《齐风·甫田》入选第十一
届中国艺术节，吕剧《兰桂飘香》参加第五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并荣获银奖，舞蹈
《田埂地垄一片云》入选第十一届全国舞蹈
展演。民族管弦乐音诗《孔子》、话剧《家
事》、吕剧《宣言》等20余部新剧目成功上
演，艺术创作取得丰硕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动漫舞台剧山东梆
子《跑旱船》入选文化部“全国基层院团优
秀戏曲会演”。在2017年全国戏曲新春晚会
上，《跑旱船》又代表山东登台亮相，受到
一致好评。

王磊表示，2017年，将继续大力推进艺
术精品创作。无论是专业艺术，还是群众艺
术，都要把精品创作摆在重要位置，努力向
“艺术高峰”攀登。今年要作为“艺术创作

展示能力提升年”，切实加强艺术创作规划
指导，强化文艺队伍建设，着力提高艺术单
位精品创作生产能力、各级文化部门艺术管
理能力、文艺单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首
先，抓好关键重大题材创作。紧紧围绕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庆祝建军90周年、香
港回归祖国2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创
作展演活动。积极备战改革开放40周年、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等重大主题艺术创作，提前
规划选题，组织创作活动。同时，完善扶持
艺术创作机制。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不断完
善机制，有效扶持舞台艺术创作。注重剧本
原创和创作团队建设，灵活运用市场机制。
继续实施舞台艺术‘4+1’工程、重大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评选推出一批优秀文艺作
品。”

具体措施方面，我省将加强艺术创作引
导。深入实施“艺术高峰”战略，完善重点
剧目创作研讨论证机制，提升艺术创作质
量。继续实施舞台艺术“4+1”工程，积极
探索创作项目政府购买、补助引导、奖励补
贴等多种支持方式。加强艺术创作规划指
导，围绕重大时间节点，对焦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努力推出一批艺术精品。实施“齐
鲁文化重点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组织开展
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打造壮大
“齐鲁画派”。持续开展“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主题实践活动。

同时，提高艺术单位精品创作生产能
力。组织院团管理人员职业化能力培训班，

加强文艺院团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继续深
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健全完善内部运行机
制，增强发展活力。推动山东画院组建理事
会，健全内部治理规则，优化运行机制。

推动齐鲁戏曲创新发展。落实《关于做
好戏曲传承发展的实施意见》，修改完善
《山东地方戏振兴和京剧保护扶持工程实施
方案》。举办山东地方戏曲经典剧目展演，
支持优秀戏曲剧目开展省内外巡演，扩大齐
鲁戏曲影响力。办好山东地方戏“音配像”
工程，继续开展濒危剧种“依团代传”工
程。加强戏曲史料保护研究，完成省内地方
戏曲剧种普查工作。

一系列文艺演出将陆续推出。结合重
大时间节点，组织“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全省优秀剧节目展演”，组织省内优
秀剧目进京展演，举办“山东美术名家名
作全省巡展”。推进“齐鲁大舞台”城市
演出季。继续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免
费送戏工程，办好公益演出进社会福利机
构活动，开展“戏曲（艺术）进校园”试
点活动。

在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人才方面，我省将
建立山东戏曲名家“大师工作室”，实施
“名家传艺”计划。建立青年艺术人才名
录，实施“青年艺术家重点创作项目扶持计
划”，支持青年创作者开展创作实践、提升
创作水平。开展第二届“山东戏曲青年名
家”评选活动，举办吕剧青年艺术骨干集训
班、青年戏曲作曲人才培训班。

支持戏曲名家设立“大师工作室”
我省将开展“名家传艺”活动，助力青年艺术人才成长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6年，全省广大作家在

省作协的引导扶持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潜心创作，推出了
《独药师》《人类世》《第四极》《见证》
等一大批优秀长篇文学作品，山东迎来了一
个长篇文学作品创作的丰收之年。

推出一批有担当的长篇文学

2016年，山东作家陆续推出一批富有特
色的长篇小说力作。

长篇小说《独药师》是省作协主席张炜
继《古船》《九月寓言》之后又一代表性作
品。作品背景放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胶
东半岛，讲述了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
代背景下，养生世家季府第六代传人季昨非
所经历的革命斗争、家业继承、养生理想、爱
欲纠葛。张炜表示，“在我所有的虚构作品里，
可能这一部最贴近历史的原貌和现实。”作者
正是在这种“大实大虚”中，运用象征和隐喻
的手法，通过历史资料和隐喻叙事，揭示了时
局的动荡和养身修心的反差、中西文化的碰
撞以及革命新兴势力和旧革命党人的对抗。
作品发表后，赢得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作品
多次在国内各大权威畅销书榜单上榜，入选

《中华读书报》年度十佳图书第一名。
经过两年的深入生活和潜心创作，省作

协副主席赵德发推出了长篇小说《人类
世》。该作品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和中
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赵德发认
为，“当下的人们在俯仰之间、呼吸之间，
时时处处都在感受‘人类世’。”小说正是
从“人类世”这个地质历史学新概念切入，
以一座大型海滨城市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
描述人类的种种作为引起的地球形态与生态
之剧烈变化，表达了对当今人类毁灭式开发
资源与环境污染的担忧与愤慨，探讨建设

“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正如书的封面所
写，“人类一旦任性，放纵，必将为此吞下
恶果。”这部作品显示出一位作家的担当与
良知，因此也被评论家称为“一部关于人类
存在的警醒之书”。

泰安作家愚石创作的长篇小说《人子，
人》，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江北
第一木偶之称的宁阳木偶为写作对象，以传
承、弘扬宁阳木偶演艺技术和传统文化作为
支撑点，以木偶世家代表人物孙振文的一生
为主线，叙写了主人公1958年至2000年40多
年间的生命悲欢。文学评论家、山东师范大
学教授张丽军评价说：“小说以描写性的诗
意雅致与叙述性的粗犷豪放再现了命运枷锁
下人自身的渺小，反思人性之恶，传达对当
代中国民间文化的精神忧思。”

此外，济宁作家范金泉创作的《竹竿
巷》、济南作家方远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河
入海流》，也都深刻揭示人与时代的复杂纠
葛，展示了独特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

长篇报告文学“有温度”

继2015年山东报告文学创作丰收之后，
2016年山东长篇报告文学继续保持强劲势
头。

省作协副主席许晨，跟随“蛟龙”号远
赴西北太平洋，亲临深海科学考察现场深入
采访、积累素材，经历了台风大浪等重重考
验。他利用三年时间，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
文学《第四极》。《第四极》从人与海洋的
关系切入，以“蛟龙”号研制和载人深潜实
施的过程作为线索展开叙事，用形象的文
笔、传奇的故事描绘了我国在深潜探海领域
的伟大成就，表现了航海人不屈不挠探索未
知世界的精神，是一部反映探索海洋文化、
强化海洋战略的优秀作品。作家李炳银评价
说：“作家痛心的历史陈述和殷切的现实呼

唤，是用文学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提高全民海
洋意识和国家海洋战略的真诚谏言。正是因
为这样一些丰富的有关海洋的历史及内外各
种信息的开启和存在，使得这部报告文学显
得十分深沉和厚重。”

《见证》是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青
岛作家铁流与作家纪红建共同创作的长篇报
告文学，讲述了莒县一批建国前入党的农村
老党员的传奇故事。在北京举行的作品研讨
会上，与会者认为，《见证》体现了共产党
员的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中国作协副主
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说：“《见
证》是对中共历史和共产党人形象的全新展
示，因为它重重地补上了基层共产党人那份
像泰山一样份量的历史性贡献，它展示了那
些来自人民群众、自己就是人民群众一员的
普通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正因此，“作
品讲述的这些感天动地的故事，虽然已经过
去几十年，但它仍然不失光彩。”

青年作家姜成娟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
《发现滨海》，是第一部全面描写抗战时期
山东五大根据地之一的“滨海军区”的文学
作品。何建明同样对该作品给予较高评价，
“作品写得很好，格调较高，也很诗意。尤
其是作为一个八零后青年，更可贵的是她有
很多对中国革命的思考，非常值得肯定。”

省作协专业作家杨文学到鲁南制药厂定
点深入生活8个月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信
仰无价》、威海作家唐明华创作的《沧浪九
歌》，以及高艳国、赵方新共同创作的长篇
报告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也都在社会
上引起较大反响。

优秀作品展示“中国梦”

今年，省委宣传部、省作协联合组织开
展了“中国梦”主题长篇文学作品征文活
动。活动得到了全省广大作家、文学爱好者

的积极响应，共收到长篇小说175部和长篇
报告文学26部。经过征文活动组委会认真审
读评选，共有52部作品获奖。这些作品，主
题鲜明突出，题材广泛多样，基调积极向
上，充满浓郁时代气息和健康生活态度，从
不同角度丰富了对中国梦的文学书写，用文
学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追梦圆梦
道路上的伟大历程。

长篇小说中，还包括青岛作家张锐强创
作的《杜鹃握手》，从人的性格成长和情感
发展的视角切入残酷的战争岁月，围绕“没
落地主子弟李世栋”、“日本军医饭沼太”
两条线索，以三棱镜的方式展开叙述，将主
人公的经历自然地与张自忠等众多历史人物
及大量历史事件结合起来，语言质朴，情节
曲折。小说背景翔实贴切，人物棱角分明，
显示出历史考辨的力量和人性探索的深广。
陈进轩的《运河湾》通过几个家族的命运起
伏、情感纠葛以及当地风土人情的变迁，书
写了鲁西运河湾从清末至抗战四十年间的历
史风情，把家族小历史与社会大历史融合起
来，写出了乡间百姓的人性血性，具有浓郁
的地方文化特色。闵凡利的《闵家庄史》、
王宗坤的《阳光中的向日葵》、王涛的《巫
女阿诗玛》、周习的《天干地支》、柏祥伟
的《创》、朵拉图的《北京故事》等一批优
秀作品，也都是诠释“中国梦”的佳作。

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还涌现出高艳国与
赵方新的《中国农民书》、乔洪涛的《大地
笔记》、徐锦庚的《大器晚成》、李庆峰的
《琴弦上的歌》等多部佳作。同时，尚长文
的《康世恩：咱们工人有力量》、任连巨的
《赤子情怀》、阿占的《100个梦方程》以
及刘京科、王良葆、朱卫军的《辉瑞梦兰陵
情》、马永安的《留住青山绿水》、吴文峰
的《乡村的表情》等，也都以其独特的思想
性和艺术性，充分展示了山东长篇报告文学
创作的实力和水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潜心创作

山东迎来长篇文学创作丰收之年

□张永艳 张聪聪 报道
 1月18日晚，利津县凤凰城街道2017

年春节联欢晚会，在开场舞《欢庆》中拉开
序幕。该街道重视文化建设，为辖区43个村
配备了民间文艺辅导培训兼职文体管理员，
经常开展文艺汇演、广场舞大赛等群众性文
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菏泽讯 1月16日，省文化厅与菏

泽市政府共建山东省地方戏曲振兴发展示范
区签约暨揭牌仪式在菏泽举行。这也是我省
第一个以振兴发展地方戏曲为重点的示范
区。

据介绍，山东省地方戏曲振兴发展示范
区设立后，省文化厅将与菏泽市政府一起，
齐心协力、共同推动示范区建设，为全省地
方戏曲振兴发展开辟新路径、建立新机制、
打造新品牌、积累新经验。

菏泽戏曲历史悠久，素有“戏曲之乡”
的美誉。全市拥有国有专业戏曲院团11个、
民营剧团139个。近年来，菏泽市制订实施
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和发展举措，当地丰厚的
戏曲资源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戏曲事业
焕发出勃勃生机，先后新创、改编优秀剧目
40部，荣获中国艺术节文华优秀剧目奖、省
“五个一”精品工程奖等重大奖项30个。

我省设立首个地方戏曲

振兴发展示范区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14日至22日，第二届“山东省工艺

美术名人”评审活动在山东美术馆举行。1月17日，记者
从活动主办方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山东省工艺美术学会
了解到，本届评审活动共有来自省内15个市的322名参评
者参加，参评作品1000余件。

“山东省工艺美术名人”评审活动旨在发掘有潜力的
中青年工艺美术人才，鼓励其积极投身工艺美术事业，为
工艺美术行业各级大师集聚储备人才，加快我省工艺美术
行业人才梯队建设。首届活动2012年成功举办。本届活动
参评数量比上届有显著提高，参评的1000余件作品，包括
雕塑、琉璃、抽纱刺绣、草柳编织、地毯、金属工艺品、
美术陶瓷、首饰、花画、民族民间工艺品等近十个大类、
几十个品种。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活动近60%的参评作品
已获得或正在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报送作品的工艺
水平、蕴含的艺术创新理念，较第一届有了很大提高。

据了解，山东省工艺美术门类人才济济，现有亚太地
区手工艺大师3名，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艺术大师13人，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19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286人，山东
省工艺美术名人140人，高级工艺美术师400余名，形成了
一个具有较高竞争力和艺术水平的工艺美术创作队伍。

山东省也是工艺美术生产大省。截至今年1月，全省
工艺美术行业共有中国名牌10个，山东名牌39个，中国驰
名商标14个，山东省著名商标45个，国家级技术中心1
个，省级技术中心13个，中国工艺美术特色区域11个，省
级产业基地12个，创建山东省工业设计中心2个，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7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82项，约占
手工艺非遗项目数量的50%。

山东省工艺美术

名人评审活动举办

□甄再斌 报道
1月17日，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奚仲车祖苑广场热闹

非凡，书法爱好志愿者们挥毫泼墨为村民现场书写春联。
临近春节，该镇以文化惠民为着力点，专门邀请薛城区文
联5位书法协会会员以及3名书法爱好者，到陶庄镇开展文
化下乡送福到农家活动。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9日讯 今天，由山东省文联、省文艺志

愿服务团、省书协联合举办的“我们的中国梦”山东文艺志
愿服务行·省书协帮扶救助公益笔会，分别在济南市历城区
全福街道南全福社区、市中区四里村街道办事处举行。

这次活动由中国书协副主席，省书协主席顾亚龙带
队，省书协主席团成员12人参加。书法家挥毫泼墨，现场
创作书法作品百余幅，价值30余万元。这些作品由爱心企
业家出资收藏，所得善款用于救助社区困难群众。

这次活动也是为了积极动员我省广大书法家、书法工
作者到贫困地区去、到人民中去，以志愿服务形式参与
“脱贫攻坚”。搭建艺术与慈善相结合的桥梁，弘扬中华
民族扶贫济困、友善互助的传统美德，为推动社会扶贫事
业发展、提升社会正能量积极贡献力量。

省书协举办帮扶救助笔会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月18日，青岛新壹百创意文化产业园

2017年新春送福暨第四届门里门外书画艺术展举行，于家
驤、吴尚民等16位艺术名家现场挥毫泼墨，为岛城市民免
费写春联、送“福”字，提前为大家献上新年祝福。这也
是新壹百园区自去年8月1日重新命名后首次对外公开举行
艺术活动。

新壹百园区的前身是青岛创意100文化产业园，成立
于十年前，被列为市南区“十一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
山东省第一个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产业园。园区经过
10年的运营和积累，先后获得过国家、省、市级荣誉称号
60余项，成为青岛领先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地，是青岛市
在南京路上的一座文化地标。

青岛新壹百创意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翔表示，
“100”是创意产业园的门牌号，也意味着对于创意精神
和文化产业的满分传承，“新”寓意着产业园易主后的涅
槃新生。新100是服务“100”，满意“100”，更是创意
“100”，公司将在园区十年成功运营和取得辉煌成绩的
基础上继续努力将产业园发展壮大。

艺术名家“写春联，送祝福”活动中，新壹百创意文
化产业园第四届门里门外书画艺术展也同时开展。参展的
16位艺术家，均来自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他
们的参展作品都展示出了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和文化素养，
充分体现了“门里门外书画展”海纳百川、包容发展的艺
术特色。

作品内容，除了具有体现“鸡年”文化特征的书画作
品外，还有彰显中国传统人文历史典故特色的艺术作品。
既有风格清新的精美小品，禅意浓郁的书法大作，更有结
合时代特色、融合书法和网络热词的机趣妙语。真、草、
篆、隶等诸种书体及风格迥异的绘画作品，笔法遒劲，墨
韵流畅自然，充分体现了参展人员良好的文化艺术素养。

去年8月份，园区更名，目前保留了业态优良的近90
家企业平稳过渡，调整引进了近20家有市场前景的文创科
教类企业入驻。

刘翔表示，公司将投入资金对产业园区进行升级改
造，为园区企业打造集人才孵化、政策支持、资金扶持、
互联网+、交易展示、项目合作、知识产权保护、实习与
培训等新高端综合性服务性平台。结合当前“三创”新形
势，重点突出创业孵化与源头创新，发展园区新动力，不
断提升自身品牌价值，使园区具有更强的核心竞争力。

艺术名家挥毫泼墨新春送福

青岛新壹百文化产业园升级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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