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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0日至26日
1、2月23日13：00，山东省柳子剧团在济南市历城区

彩石镇演出《五台会兄》《观灯》。
2、2月24日10：00，山东省柳子剧团在济南市历城区

彩石镇演出《墙头记》；13：30演出《观灯》《五台会
兄》。

3、2月24日10：00，山东歌舞剧院在济南市高新区凤
凰路小学举办室内乐音乐会。

4、2月24日19：30，济南市历山剧院小剧场演出《历
山艺享汇》相声专场。

5、2月24日、25日19：30，济南市杂技团在铁路文化
宫演出杂技剧《红色记忆》。

6、2月25日19：30，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演出儿童剧
《小飞侠》。

7、2月25日9：30，济南市吕剧院在趵突泉举办吕剧
折子戏专场。

8、2月25日、26日10：30，山东省话剧院在亲子剧场
演出儿童剧《阿拉丁神灯》。

9、2月25日、26日19：15，济南市京剧院在北洋大戏
院演出京剧《红鬃烈马》《奇冤报》。

10、2月25日、26日10：00，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在宝
贝剧场演出儿童剧《三只小猪》。

11、山东美术馆继续举办：齐鲁三师——— 山东美术馆
馆藏杨元武、单应桂、徐金堤国画作品巡回展（济南
站）；丹青贺岁·回家过年——— 中国当代山东籍著名画家
作品展（2017）；无所容形——— 美国艺术家当代绘画作品
展。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郭树清省长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办好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文化消费一
时又成为大家讨论的热词。

在稍早举行的全省文化工作会议上，省
文化厅厅长王磊说，2017年全省文化四项重
点工作之一，就是大力培育扩大文化消费，
其中包括启动首届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计
划7月到10月举办。目前，在省文化厅指导
和组织推荐下，青岛已经成功进入首批“国
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青岛市在黄岛区先
行试点，以点带面，2017年在全市全面推
开。

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昝胜锋
认为，政府部门应引导城乡居民培育正确的
文化消费理念及消费行为，同时要精准化做
好文化消费补贴工作，使其达到刺激消费、
促进供给侧提升的目的。

试行“文化惠民一卡通”

2016年，济南、青岛、淄博三市申报
“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青岛市成功进
入首批试点名单。

据了解，济南、淄博两市的试点方案也
已经修改后重新上报，近期有望入选第二批
试点名单。

作为第一批文化消费试点城市，青岛市
选择黄岛区作为试点。目前，黄岛区政府投
入资金近4 0 0万元，实施“文化惠民一卡
通”项目。

这一项目进展顺利，计划首期发行15万
张文化惠民卡，已发放文惠卡5万余张。现
在，项目签约170余家文化企业，开展惠民
文化消费季主题活动100余期，受惠群众150
余万人次。

文化惠民卡由黄岛区文广新局联合建设
银行发行，是一种实名制文化消费积分权
益卡（借记卡），居民持本人身份证件至
黄岛区建设银行网点即可免费办理。消费
者持文惠卡到签约企业（商户）进行刷卡
消费，可以享受到惠民折扣、积分奖励等
多项优惠。

黄岛区以文惠卡为载体，打造文化大
数据平台。这个大数据平台由官方网站、
手机客户端和后台数据分析平台组成，具
备文化信息推送展示、百姓文化需求数据
搜集分析两大功能。通过这个大数据平
台，一方面便于消费者获取文化信息，另
一方面，通过后台系统对文化消费数据进
行搜集、分析，可以有效提高政府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

项目将采用政府主导、聘用第三方高科
技公司作为合作方的模式运行，以及时、准
确地获得文化消费动态，实现文化产品和服
务的有效供给、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也将调整公共文化服务的供
给模式，通过政府购买和资本合作等方式，
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民间艺术团体等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各类文化
惠民消费活动。

当地政府表示，这样的运行模式，可以
保障实现多方共赢。

推进文化产业消费创新

当前，我省文化建设处在历史上最好时
期。相比全国大部分省份，我省文化消费市
场总体发展走在前列，但与几个东部发达地
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省居民人均
文化消费支出为1557元，江苏省为2424元，
浙江省为2428元，北京市高达3635元。

另一份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文化消
费潜在规模4378亿元，而实际消费规模仅为
1518亿元，消费缺口达2860亿元。

昝胜锋认为，迅速改变这种现状，需要
以业态创新完善文化消费新体系。那么如何
创新和丰富文化消费业态呢？“首先，在移
动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云服务、人工
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影响下，传统文化产业需
要顺应技术变革潮流，创新‘互联网＋
TV’、3D投影、VR体验等新兴文化产品，
丰富文化消费业态。”

至于文化企业，还需要深度挖掘消费者
的潜在需求，加快推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新
市场空间、新交易方式、新用户群体和新媒
体平台，以业态创新完善文化消费新体系。
此外，还可以通过打造主题公园、文化街区
等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消费载体，发挥历
史文化遗产的示范带动作用，稳固文化消费
业态的根基。

昝胜锋表示，推进文化产业消费创新，
需要找准市场的发力点。目前，整体来看，
中国的文化消费仍处于发展较为缓慢的阶
段，消费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因此找准
市场的发力点尤为重要。

如何明确文化市场的发力点呢？昝胜锋
说：“最关键的两点，是打造好的文化产品
和利用全媒体传播更多的文化正能量。引领
文化消费的前提是优质的文化产品，通过产
品推动消费增长；以媒介融合为特征的全媒
体平台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崭新的渠道，通过
构建全民传播的有效机制，最终形成文化传
播的合力与整体优势。”

启动山东首届文化惠民消费季

目前，大力培育扩大文化消费，被列为
省文化厅2017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我省将

着力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培育文化消
费理念，引导文化消费行为，优化文化消费
环境，掀起文化消费热潮。

在文化消费理念培育方面，昝胜锋认
为，政府部门应引导城乡居民培育正确的
文化消费理念及消费行为。主要内容包
括，重视文化消费季的引领、辐射作用，
积极搭建平台，做好领导工作。同时，精
准化做好文化消费补贴工作，使其达到刺
激消费、促进供给侧提升的目的。“加强
宣传教育，倡导引领文化消费新观念，有
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居民文化消费习惯，
建立积极向上的消费观念，这一点非常重
要。这就要摒弃陈旧的文化消费方式，使
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消费方式成为社会时
尚，让与时俱进的消费者群体成为激发社会
文化消费的主导力量，形成需求与产业共进
的良性互动。”

当然，要培育文化消费新观念，必须有
更多吸引群众的文化产品。在丰富文化产品
供给方面，昝胜锋提出，要建立完善的文化
消费教育体制，开展文化消费观念引导工
作，提升消费组织的文化消费维权能力，以
科学消费、理性消费、维权意识为培育重
点，通过教育引导来提升群众的文化消费观
念。

其次，要以高科技开拓文化产品数字
化、网络化、信息化的设计、流通与体验环
节，运用O2O、众筹、IP改编等新型商业模
式提升文化产品的平台、品牌与内容建设，
通过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优化文化产品供
给。

昝胜锋说，还要用全域化融合理念推动
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科技、金融、创意
设计等业态的深度融合，通过产业融合推动
文化产业传承发展，从而提供出更丰富、更
有创意的文化产品。

全省文化消费潜在规模4378亿元，实际消费规模仅为1518亿元

以业态创新完善文化消费新体系

□ 孙先凯

春节消费旺季期间你有哪些文化消
费？笔者细数起来，看了几场电影，买了
几本书，买了几件文化创意产品……这些
“文化消费”在总体支出中所占比例并不
高。是消费水平不够还是文化消费动力不
足？笔者认为二者兼而有之。

据资料显示，按人均GDP超5000美
元，文化消费占GDP比重7%的国际经验核
算，山东2015年的文化消费尚有2860亿元
的缺口。关于文化消费不足的原因，省文
化厅在《文化消费情况报告》指出，文化
产品定价与居民收入水平不对称、文化消
费欲望与消费能力不对等、文化创意不足
与外来文化难对冲等原因，是造成我省文

化消费市场活力依然缺乏的主要原因。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制定实施山东省‘十三五’时期文化发
展改革规划纲要，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
级，办好山东文化惠民消费体系。”对于
引导文化消费，有业内人士表示，“文化
消费具有供给创造需求的特点和‘粘性’
习惯效应，既需要不断增加供给，又需要
进行培育和引导。”

正因为文化消费“供给创造需求”的
特点，需要从“供给侧”着手进行改革和
引导。如何进行文化供给侧改革？笔者认
为不外乎“量”和“质”的提升，此外还
需要借助“互联网+”打通文化供给的路
径。

在引导文化消费的供给侧改革中，笔
者认为文化消费品“量”的提升是基础。
2016年6月起，“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演
出季在济南开启试点。动员、整合省级院
团和济南市属文艺院团、剧场，组织举办
多种形式、多个门类的文艺演出和体验活
动。除个别商演按照市场规律定价外，绝

大多数演出门票价格不超过30元。并且，
以“优质低价、概不赠票”为原则，培育
市民的文化消费习惯。一时间，文化演出
集中推出，观演人数大大增加，“掏钱看
戏”成为文艺爱好者的新时尚。不得不承
认，文化消费品的数量增加，才让便捷、
可选的文化消费成为可能。据了解，省文
化厅今年7月将把“齐鲁大舞台”城市惠民
演出季的试点经验向全省推广，推出首届
“山东文化惠民消费季”。以丰富文化消
费业态，引导文化消费行为。

是不是文化消费品的数量增加，文化
消费必然提升？笔者认为不然。近期比较
火热的博物馆文创产品，在多年前可能只
是默默无闻的简陋的纪念品。台北故宫博
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探索出将
文化创意融入衍生品制作，使之大大增值
的道路。抓住了文化消费转型升级时期，
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质量提升的要求。笔
者认为，在文化消费供给侧改革中，文化
消费品的质量提升，是数量提升后又一重
要的因素。文化消费品有着提升文化消费

者自身素养的重要功能，其质量的重要性
更胜一筹。只有提供更加高质的文化产
品，才能不断增加文化消费的动力。

最近，“快手”作为一个“现象级”
的短视频应用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在这个
活跃用户近4亿的应用中，充斥着以“草
根”“表演”“乡村”等为标签的短视
频。从中不难看出，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的
普及程度之高的确惊人。在讨论文化消费
的过程中，很容易将乡村基层视为非重点
之处。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乡村基
层所需要的不仅是公益性、“送下乡”的
公共文化服务，也更需要数量多、质量高
的文化消费品。在当下，移动互联网的普
及大大消除了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这
为公益性和市场性的文化消费品到达乡村
基层，拓宽了路径。笔者认为，在文化供
给侧改革时，要重视打通文化消费品的流
通路径，将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以便捷的网
络传播到城市市场之外的乡村基层市场，
主动占领阵地才能杜绝低俗文化消费品对
乡村基层的侵袭。

引导文化消费需进行供给侧改革

□记 者 高 田
通讯员 席 真 杨晓翠 报道

本报聊城讯 2月10日傍晚，在聊城市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龙山社区，由东昌府区
“草根明星”靖德刚发起成立的“星晨喜乐
会”鸣锣上演。

提起“星晨喜乐会”，龙山社区的不少
百姓都是它的“铁杆粉丝”。这个“小剧
场”位于社区服务中心二楼，别看它只有一
间办公室大小，只有十几个人演出，从去年
4月成立到现在，从没有观众到观众挤满楼
梯口，星晨喜乐会用42场精彩的演出赢得了
大家的支持和赞赏。

星晨喜乐会的“会长”靖德刚是聊城八
中的音乐老师，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几年
前他发起“乡村放歌”公益演出组织，深
入聊城广大乡村为百姓送去一场场演出。
去年，靖德刚萌生了免费为社区群众演出
的想法，但场地成了他的第一大难题，龙
山社区书记张玉兵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主
动提出提供活动场地。有了地方，谁来
演？靖德刚和同门师弟张国营一拍即合，
拉起经常参加公益演出的“小伙伴”成立
了“星晨喜乐会”。

“百姓剧场”百姓演，节目演给百姓
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星晨喜乐会不仅
培养了一批忠实观众，也吸引了一批有着
文艺细胞的居民加入。张玉兵说，社区有
越来越多喜欢京剧表演的老人时不时地登
台亮相，社区里平时学习歌舞艺术的孩子
也纷纷参加到星晨喜乐会的演出里锻炼自
己。

星晨喜乐会：

家门口的“百姓剧场”
齐鲁大舞台

城市惠民演出季演出安排

□通讯员 王军 报道
2月8日，800年山东惠民胡集书会如期开说。北京、天津、辽宁和山东本地的200多名民间艺人，携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京东大鼓、评

书、快板书等20余个曲种，170余档曲目现场献艺。今年前来献艺的艺人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仅6岁。当地采取“政府买单送书下乡”的方
式，近百名说书艺人分散到29个村庄，为群众“送书”，让群众不出村就能享受听书的乐趣。据介绍，正月十二下午艺人正式下村，一天两
场，每场不低于两个小时。吃住费用全部由政府出资。图为小艺人组团献艺。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2月9日至12日，青岛市浮山所文化山会举行，演员向
市民和游客表演了柳腔戏《梁祝》名段《下山》《十八相
送》等节目。根据《浮山所志》记载，正月十三浮山所文
化山会约始于1388年(明初)，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山会
上除了戏曲表演外，还举行了面灯祈愿、狮王争霸等活
动。

文化山会戏曲扬

文化部严管网络表演平台

重点整治“三俗”内容

● 2017年文化部将首先对网络表演市场开展“双随
机一公开”执法检查，重点打击“三俗”等违规内容，对
情节严重的平台依法予以关停，始终保持对网络表演乱象
的高压态势。

——— 近日，文化部召开网络表演企业通气会，要求各
直播平台按照《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行业自律，对违规内容进行
全面自查自清，通过直播新形式传递正能量，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文化环境。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网络表演行
业迅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形成产业规模，但低俗、色情表
演等乱象屡屡出现，负面评价多、行业形象差已经成为制
约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纪念梅葆玖逝世一周年

台湾弟子魏海敏将巡演两岸

●“终其一生他都在开拓、创造，即使看《在梅边·
九歌》中的九个角色，也是各自迥乎不同。我最服他的地
方就是他对角色的塑造，而他始终保有的创意精神，是我
们最应该传承并发扬的。”

——— 为纪念梅葆玖逝世一周年，其台湾弟子魏海敏将
于4月起在海峡两岸举行《在梅边·九歌》“曲集”巡演，
精选《天女散花》《西施》《生死恨》《太真外传》《霸
王别姬》《宇宙锋》《洛神》《穆桂英挂帅》8部梅派名
剧中的代表性唱段。

(于国鹏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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