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四部曲”
树品牌、进校园、惠民生、搭平台，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惠民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年来，金乡县
结合自身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了“到曲阜朝圣，到金乡
听戏”的文化品牌。

去年3月的“到金乡听戏”全国媒体行活动中，国
内30多家媒体齐聚金乡，感受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
力，向全国宣传、推介优秀传统文化。这不单纯是对一
个文化品牌的宣传，更能提高群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传承意识，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动实践。

演出现场，金乡县四平调剧团表演了《三告李彦
明》精彩段落，73岁的老艺人李贵英跪姿连唱278句戏
词，观众报以热烈掌声。除此之外，山东落子、金乡花
鼓戏、琴书等非遗项目轮番登场，让民众尽享了一场文

化盛宴。
金乡县弘扬以非遗为代表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并

将非遗项目挖掘与惠民工程“送戏下乡”相结合，创造
性地提出“到曲阜朝圣，到金乡听戏”的理念，逐步形
成了“一乡一艺”的保护传承模式。目前，全县挖掘整
理的非遗资源达300多项，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
级非遗项目5项、市级非遗项目12项、县级非遗项目66
项，素有“书山曲海”之美誉，成为山东省出了名的
“戏窝子”。

金乡街道的四平调、司马镇的山东落子、马庙镇的
山东琴书、胡集镇的坠子、高河街道的渔鼓、羊山镇的
金乡花鼓戏……如今，金乡县9个镇、4个街道都有了自
己独特的区域文化图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省文化厅公布的2016年度山东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大亮点工作、十大模范传承人
评选活动结果中，“到金乡听戏”榜上有名，被评为
2016年度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大亮点工作。

“十九大精神指方向，美好生活心向往。万众一心
跟着党，全面小康已在望。老汉我心里喜洋洋，学几句
小曲我得唱唱……”11月1日上午，金乡县金峰广场上敲
锣打鼓，引来百余观众，舞台上，来自金乡县金曲社的
演员周艳修、张萍夫妇以传统的山东琴书唱起了自编曲
目《十九大精神暖人心》，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10月31日—11月1日，当地活跃在民间的8支庄户剧
团利用两天时间走进广场、社区、公园，共演出32场
大戏，将十九大精神结合身边的人和事编成传统戏曲
唱词，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十九大精
神。

从11月2日开始，当地组织庄户剧团和金乡四平调剧
团开展“送戏下乡”活动，继续以传统戏曲的形式将十
九大精神带到田间地头，年底前计划演出场次684场，覆
盖全县所有的行政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完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
化活动。”

6月29日，金乡县红星美凯龙广场上，激情似火、
热闹非凡，来自各镇街的24支广场舞代表队准备一决高
下。这是金乡县举办的第五届“舞动蒜乡”全民广场舞
电视大赛。金乡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加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动各类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
开展，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公民思想道
德素质，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规划建设了一大批基
层公共文化设施，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积极
推进全民健身运动。

优秀传统文化在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全民的文明素质。

这段时间，金乡县胡集镇后史屯村的村民们多了一
个习惯，就是到村文化广场上听“儒学大讲堂”。讲师
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讲儒学，将其变成生活道理。村

党支部书记史一良说，“几节课下来，村民慢慢感觉受
益了，解决了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现在只要有课都
自发来听，很多外村的也来听课。”个人素质提高了，
民风自然淳朴，“过去人们农闲时只能打牌喝酒，有些
地方赌博盛行，现在忙文化，吹拉弹唱、阅读书籍、锻
炼身体，变化真大。”

金乡县在抓紧文化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的育
人作用，支持县文化活动中心设立“家在金乡”“文化
大讲堂”“蒜乡好人”等宣传场所，培养风清气正的文
化氛围。

“鸡黍之约”的故事在金乡当地广为传唱，以其为代
表的诚信文化教化了人们的心性，提升了当地人的素质。

眼下正是大蒜销售的旺季，各路客商云集金乡。就
在前几天，羊山镇东四村村民李建瑞和羊山镇欢德营村
村民王宝稳将大蒜卖给了在金震贸易有限公司收蒜的温
州蒜商。忙活了一天，两人吃完饭已经是晚上9点多
了，回到家一点钱，发现对方多算了15000多元钱。第
二天一大早，两人冒着大雨赶到金震贸易有限公司，将
多出来的钱如数交给温州客商王玉有。王玉有非常感
动，连声道谢，对金乡蒜商、百姓有了新的认识。

文明离不开文化，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近年
来金乡县刮起了移风易俗的文明新风。

年初，金乡县羊山镇柳园村的邵红军举行结婚典
礼，一捧鲜花、一把喜糖，仪式简简单单，喜庆味道一
点不减，唯一减掉的是新郎家20000多元的开支。“接
亲车都是我们邻居家的电动车，不但没感觉到丢面子，
反而感觉到特有意义，整个婚礼现场算下来也就2000多
块钱。”新郎邵红军高兴地说。

变化得益于金乡县大力开展的移风易俗工作。去年
7月开始，全县650多个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标准统
一，规定明确，红白事怎么办都写入《村规民约》，实
现了“理事会制度”和“村规民约”的两个全覆盖，并
通过开设“冬闲讲堂”、发放明白纸等方式，推动移风
易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成为新风尚。

“移风易俗不是不要风俗，而是我们在推进这项工
作的时候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这个度，既把传统风俗中
的文化精髓保留下来，又把糟粕的成份剔除掉，引导群
众形成节俭向上的文明生活方式。”金乡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杨凯表示。

目前，金乡县“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反对大操大
办”已基本形成常态。通过对5200余户、1 . 6万余人次
的暗访调查，结果显示：96%以上的群众支持并积极参
与移风易俗、厉行节约活动。去年，全县5000多起红白
喜事节约资金6000余万元。

□王浩奇 韩洪波 王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
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位于鲁西南的金乡县不仅是人们熟知的“大蒜之乡”，还流传着底蕴深厚的优秀传
统文化。这里不仅是老百姓口中的“戏窝子”，还是鸡黍之约铸就的“诚信之乡”，丰

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资源滋润着当地老百姓，也让决策者们在挖掘、弘扬和
传承上不敢有丝毫怠慢。

从四平调、山东琴书等的发掘整理，到“到曲阜朝圣，到金乡听戏”文化品牌的打
响，从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到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从单纯的发掘和保护到真正惠及老百
姓……金乡县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奏好树品牌、进校园、惠民生、搭平台
“四部曲”，取得了丰硕成果。

树品牌——— 30多家媒体“到金乡听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
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
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优秀的传统文化进校园，不仅是对其本身的传承，
也将成为学生最生动的教材。金乡依托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富集优势，挖掘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时代价值，开展了
一系列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今年5月25日，全国山东
快书特色学校、济宁市“蓓蕾艺术工作站市级示范点”
暨金曲社揭牌仪式在金乡县中心小学举行。这将对提高
青少年文化素养、促进传统文化事业传承与繁荣发展，
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呆萌可爱的动物、秀丽多姿的花草、惟妙惟肖的鹬
蚌相争、靓丽精美的井底之蛙、技法独特的“二十四
孝”图……这是司马镇仇李小学学生们的剪纸作品。一

张普通的红纸，加上巧妙的构思和制作者一双灵巧的双
手，经过折叠、裁剪，就成了精美的“艺术品”。“我
们利用司马镇传统剪纸的基础，把剪纸艺术从课外搬到
课上，一堂堂妙趣横生的剪纸课，不仅激发了广大学生
对民间传统艺术的兴趣，也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
中得到推广与传承。”仇李小学校长李晓晨说。

近年来，金乡开展“戏曲进校园”“地方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校园”等一系列活动，吸引孩子们产生浓厚兴
趣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化在打板演唱中得到传承。金
乡被省教育厅确定为“山东省中小学生校园艺术教育”
标杆县。“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文学以及社会学
方面的知识。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学习和继承相关知识
是非常必要的。”金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广新局
局长陈胜利表示，“这对于孩子们的成长、素质修养培
养、启蒙孩子思想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四平调被誉为“中国戏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金乡
县加大对四平调的保护力度，成立了四平调保护中心，
并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成立了金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
究中心，在四平调的挖掘保护、宣传推介、研究开发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传承人队伍也得到了保护和补充。

2014年，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市级传承人刘玉香被聘
为曲阜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开始从大学生中培养传承
人。刘玉香希望学生能学点表演，多了解点内涵，她相信
这有助于扩大四平调的影响面。平时刘玉香经常带着自己
的剧团下乡演出，如今高校这个更为广阔的平台摆在了自
己面前，刘玉香对于四平调的传承越来越有信心。

近年来，金乡启动了“双十双百工程”，即每年一
届的“九科十项百名优生”和“十艺百名才童”评选活
动；把“京剧进校园”创建成全国知名品牌；50%以上
学校成为“山东省书法教育示范学校”，陶艺、剪纸、
围棋等成为全省特色项目，实现从“一校一品牌”“一
校一特色”到校校有特色精品、名品，形成精品特色
群、名品特色群。

进校园——— “小学生”到高校当教授

惠民生——— 移风易俗一年为老百姓节约6000多万元

“能舍得在城区中心位置改建这么一处图书馆，足
以看出当地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视。”2015年
上半年，验收专家王寿宴看到金乡县中心街的图书馆时
感叹道，“这可谓县级图书馆改造建设的典范。”

2012年底，金乡县将位于城区中心街的闲置老电影
院改造成图书馆。新改造后的图书馆就在城区，方便了
市民借阅。图书馆副馆长黄河介绍，改建之前，位置偏
僻的图书馆满打满算常年只有1000张借书证，搬到城区
后，这一数字增加了10倍。据介绍，金乡县图书馆现有
藏书21万册，年均借阅量达到8万人次，人流量达到22
万人次。图书馆藏有盲人书籍105册，并设有残疾人绿
色通道。

和图书馆的改造一样，现在的金乡县文化馆则在原
金乡县体育中心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相对于原来的冷
清，改造后，文化馆文化广场全面对群众开放，现在一

过晚上7点，广场上的人像“下饺子一样”，非常热闹。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必然要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障人民群众
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举措。金乡一直重视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牢固树立“共建共享”的理念，多措并举，
加大投入，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了文化惠民、文化为民、文
化乐民的根本宗旨。

近几年来，金乡投资2000万元改建的图书馆、540
万元改建的文化馆，均被评为国家一级馆。仅2016年，
当地就整合各类资金1000余万元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建设，提升镇街综合文化站7外、农家书屋100家、文
化大院60余处、儒学讲堂26处，还投资100余万元在县
图书馆高标准规划建设了尼山书院、金乡县历史文化展
厅，在县文化馆建设了金乡县非物质文化展厅。两馆都

是市、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传统文化体验基地。此
外，全县建有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场所、文化广场800
余处，这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加强和改善公共文
化服务构筑了保障平台，广场文化也已成为金乡群众文
化活动的一大亮点。

陈胜利介绍，金乡紧扣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按照“城乡统筹发展，文化资源共享”的理
念，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了博物馆、奥体中心、金
水湖湿地公园、滨河大道景观带、金山公园、高河平原
水库、真武庙、诚信文化广场、羊山军事旅游度假区、
光善寺景区、镇村文化广场等重点文化设施工程，全县
已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构建起了城乡
15—20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金乡县将文化广场建设工作作为统筹城乡发展、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们幸福指数的大事要事来
抓，自2013年就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列入民生十
件实事。截至2016年底，全县各级共投入资金1 . 2亿多
元，建成文化休闲广场700余处，实现了县、镇、村三
级全覆盖。

搭平台——— 城区中心位置改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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