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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高 田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尹延鹏

8月29日晚上11点，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
铺街道肖香坊村的竹马舞团队成员，从济南回
到了村里，一路上兴奋地谈论着这次济南之
行。这些跳舞的村民，有的是第一次到济南，
他们所跳的《跑竹马》登上了山东省会大剧院
的舞台。

一个多月前，肖香坊村村民接到通知，他
们多年来坚持排练的《跑竹马》将受邀参加山
东民间舞蹈诗《俺的山东大秧歌》展演。接到
通知后，这群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草台班
子”，开始了不间断地排练。

竹马舞险失传

据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文化站站长郭丹龙
介绍，竹马舞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宋朝年
间，中原地区是宋、辽、金必争之地。中原地
区人尚武，传统的跑竹马是仿照古时战争场
面，组成“铁甲骑兵”骑上竹马，挥枪舞剑、
驰骋厮杀。明清时期，跑竹马逐渐演变成民间
节庆时的文艺活动。

但是，竹马舞险些在肖香坊村失传。

71岁的肖德河是肖香坊村竹马舞队的组织
者。据肖德河介绍，肖香坊村村民有热爱民间
文艺的传统，尤其是喜欢竹马舞。上世纪60年
代，竹马舞就渐渐没人跳了。一直到1994年，
有上了岁数的村民，想把这门几乎被遗忘的艺
术“拾起来”，却发现连竹马都没有了，没有
竹马就没有竹马舞。心灵手巧的肖德河和老伴
尝试制作竹马，肖德河用竹篾扎制出马头，肖
德河的老伴田凤菊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买来各色
的布，动手裁剪缝制竹马“外套”。为了节省
费用，竹马舞队成员尽量自己动手制作道具和
服装。

尽管肖香坊村的团队成员不足，只有两三
位老人能唱出来戏词，但老人们依然坚持了下
来。每年的春节、元宵节，村里就会跳起竹马舞，
吸引十里八乡的乡亲前来观看。肖香坊村的竹
马舞，从村里的广场一直跳到了省里的大舞台。

54岁的童月平，提起来去济南跳竹马舞，
满脸是笑。让她没想到的是，年轻人不乐意跳
的竹马舞，在省会这么受欢迎。童月平说，竹
马舞队有4个40岁左右的队员，30岁的张燕是
整个竹马舞队最年轻的。

肖德河说：“年轻人打工的打工，读书的
读书，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学竹马舞，也就是
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舍不得丢弃这门艺术，

我们真担心这门艺术失传。”
竹马舞全凭有节奏的鼓点带动，但是鼓不

能随便敲，打鼓也得学。竹马舞队的鼓师肖凤
祥已经77岁了，找不到愿意接班的年轻人。

艺术传承要市场也要创新

郭丹龙说，不仅仅是竹马舞，不少民间艺
术都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缺钱、缺物、缺乏
普及推广，困难重重。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传统技艺国家代表性
传承人霍庆有，来聊城参加2018山东省民间艺
术博览会时说：“民间艺术，大部分是民间艺
人家传。我在天津算干得不错的，能够每月给
学生支付两三千元的工资，再多了就拿不出来
了。虽然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但不少年轻
人对此并不感兴趣。有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
但有的工作没做到点子上，比如有的地方给非
遗传承人办学习班。讲课的老师在这方面还没
我们传承人懂得多，效果并不好。”

东昌铜铸雕刻技艺，是东昌府区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先明认为：“民间艺术
传承，要换思路，不能光依靠政府保护，那样
路子会越来越窄。要想办法打开市场，年轻人
看着能挣钱，自然会加入进来，也就能传承下

去了。”利用这项技艺，马先明开办起工艺品
公司，从事西洋钟表、古董钟表、雕塑等的制
作，吸引了海内外的不少高端客户。故宫博物院
维修清朝的钟表，缺少配件，还几次向他求援。

在位于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的马先明的公
司，记者见到他们正在加工制作的宝塔形的西
洋钟表。“这是客户定做的，高1 . 3米，有200
多个件，制作了1年零10个月才基本完成，售
价12万元。”老马说，“现在我的企业安排了
40多人就业，其中不少是年轻人。”

民间艺术传承，也需要不断创新。东昌木
版年画省级传承人郭春奎，在传统的门神、灶
王、吉祥画等基础上，大胆革新，广泛取材，
立足于当下聊城，大量搜寻老故事，把故事内
容刻进木版年画。在营销上，他将木版年画装
订成精美的册子，打高端市场，一年最多卖出
8万元。此外，他还酿酒，将卖酒的收入用于
支持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传承。

有了资金保障，老郭建起了永兴堂民俗文
化传承大院作为基地，免费开放，让更多人了
解木版年画，体验木版年画的雕刻、印刷过程。
现在成为当地有名的文化景点。现在，郭春奎每
周三都去中小学义务讲课，让更多的孩子了解
东昌木版年画，了解文脉传承，很受欢迎。

政府扶持 寻找市场 不断创新

民间艺术传承需要转换思路

□ 本 报 记 者 李 梦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孟庆剑 韩剑飞

“我真不知道，我们村居然出过这么多革
命烈士，出过这么多人才。比如系统控制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子才、西部边陲首屈一指的
肝胆医科专家任震宇等，带着孩子来看看真是
不孬。”8月28日，聊城市东昌府区侯营镇侯
营村村民李君带着儿子参观侯营红色村史馆时
连连赞叹。

侯营红色村史馆由村内一处闲置的集体院
落改建而成。400多平方米的展馆，朴素整洁
庄严。

“我们村史馆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目
前分为回顾革命功绩、聆听红色故事、事业继
往开来、红色事业永续、关工委在行动、领导

关怀等6大板块内容，以画卷的形式展示了侯
营村的儿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国家为社会
做出的贡献。”村史馆建设主要发起人王忠祥
给参观者讲解。

今年70岁的王忠祥，老家在侯营村，退休
于东昌府区外经贸局。退休后，王忠祥加入了
弘扬传统文化的行列，成为聊城市五老宣讲团
成员。从2015年开始，就在村里举办夏令营和
冬令营，义务讲党史、国史以及优秀传统文
化，如今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几年下来，村
民对党史、国史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很是欢迎，
不少村民自发成为志愿者，义务为夏令营、冬
令营服务。

在大家的支持下，王忠祥萌生了要建立村
史馆的想法。为了解决地方和资金的问题，王
忠祥首先找到了侯营镇党委书记李存忠。详细

了解情况后，李存忠专门安排管区书记袁志勇
协助王忠祥选址，开始了村史馆的筹建。资金
方面，侯营镇的三位主要领导每人带头捐献了
2000元，鼓励王忠祥建馆。社会各界人士、志
愿者、村民纷纷响应，10天内捐款数额达到了
15万元，侯营村的村史馆顺利建成。

8月15日，是侯营红色村史馆正式开馆的
日子。“抗日战争时期，侯营村就有共产党领
导的八路军进行地下活动，是抗日堡垒村；解
放战争时期，有9位革命青年为解放事业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抗美援朝时期，侯营村有一批
儿女参加抗美援朝，立下战功；革命建设时
期，侯营村又有一批优秀儿女自愿到祖国的边
陲工作。侯营村至今还有一批活跃在各个领域
的院士、专家、教授。我们侯营村红色基因深
厚……”在开馆的第一次讲解中，王忠祥没有

忍住激动的泪水，哽咽起来。
如今，居住在市区的王忠祥几乎每天都要

往侯营村跑，按他的话说，侯营红色村史馆已
经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托。在王忠祥的感召
下，由检察官、党政机关干部、大学教授等组
成的志愿者队伍，已达200多人。

“只要有人来参观，我们就义务讲解、义务
服务。我们是有着200多名志愿者的团队，我们
齐心努力一定会把村史馆办好。”王忠祥说。

“王忠祥本人就是烈士之后，父亲在渡江
战役中牺牲。老人对这种红色精神的传承值得
我们尊敬支持，我们侯营红色村史馆，不仅有
红色村史馆、党史国史展览室，还有道德大讲
堂、文化长廊，下一步我们要把村史馆打造成
红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地，促进侯营村的
全面振兴。”李存忠介绍。

七旬老人建起红色村史馆

□孙亚飞 彭振林 杨凤祥 报道
本报阳谷讯 “王书记来后，给我们办了很多

实事，大家说起来心里都热乎乎的。”8月20日，
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孙关村村民孙海涛说。

孙海涛所说的王书记是来自山东省卫生计生监
督管理所的省派第一书记王中鹏，针对所帮扶的孙
关村群众因病致贫的实际，王中鹏充分发挥职业优
势，积极办实事解难题。他通过与村公共卫生负责
人对接配合，抓好“八个一”工程、便民惠民政策
落实及基本医疗保险、大病救助、医疗商业补充保
险等惠民政策的推进落实，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群众及时得到救助。积极推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万名医生进家庭，签约服务送健康”签约工作，
让群众在家就能享受到卫生服务。去年来共签约79
户，并选派1名村卫生室医生到省立医院进行免费
技能培训，切实提高村级卫生室医疗服务水平。

王中鹏还在村内开展了“关注预防接种，为儿
童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学校卫生，助力学生健
康”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开通微信群，向村
民宣传普及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政策法规等信息，
围绕村民关心关注的就医安全、食品安全、健康维
权及打击非法行医等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讲解，使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宣传走近群众，增强村民健康意
识和健康素养。

省派第一书记

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杨平 报道
本报聊城讯 “现在我们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

年差不多有13万元。”9月1日，聊城开发区北城街
道李楼村党支部书记李万荣说。而在以前，李楼村
村民主要收入来自小麦、玉米种植以及外出打工，
村集体没有任何资产。

李楼村第一书记王向涛说，根据村情特点，他
们明确“党建引领企业+基地+农户”的脱贫致富
思路，将种植杂交构树作为致富项目。“杂交构树
生长速度快，粗蛋白含量高，适应性与抗病虫害能
力都很强，还很适合规模化种植。”王向涛介绍，
不仅如此，杂交构树用途广泛，市场风险小，既能
走低端市场，作为绿化树苗或者直接收割作为青贮
饲料；还能走“高精尖”市场，生产构树菜、构树
茶。有的构树茶售价每斤可达1000元，效益远超普
通农作物，市场前景广阔。

村民通过土地流转，一亩地可以获得1650元的
地租，同时不少人还能打工，参与构树育苗、种
植、管理等工作，获得一份工资收入。“通过土地
流转，村集体收入每年有8万多元。同时我们与企
业达成合作意向，投资40余万元，建设两个育苗大
棚出租给企业，企业每年给村集体4 . 5万元租金。
这样，我们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约有13万元。”
李万荣高兴地说，构树长起来后，可以在林下进行
生态养殖，吸引城区居民体验采摘鲜叶、喂牲畜、
制作构树菜和构树茶等，不断拉长产业链。

空壳村种上“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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