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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田 茹
本报实习生 李明强

近日，现代柳琴戏《沂蒙情》的第225
场演出在济宁声远舞台上演，两代红嫂舍小
家顾大家、拥军支前的故事，让不少现场观
众感动落泪。

这部戏由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创
排，以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历史时期为背景，
以沂蒙母亲、沂蒙红嫂张淑贞、沂蒙六姐妹
等众多沂蒙女性的光辉事迹为素材，通过柳
琴戏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水乳交融、生
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这是我们的经典曲目、保留曲目，也
是我们的看家戏。”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
中心主任宋兆连介绍，该剧自2011年10月首

演以来，已在全国巡演225场，每场都是
座无虚席，现场观众热泪盈眶。

国家一级演员刘莉莉是柳琴戏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沂蒙情》
中，刘莉莉出演女主人公“山杏”一角。

“为了更好地演绎山杏这个角色，我
和剧组多次到山区采风，推石碾，拉石
磨，感受老一辈的执着与奉献。弘扬沂蒙
精神是无止境的，每场演出我都有新的体
会。”刘莉莉说，“《沂蒙情》之所以感
人肺腑、催人泪下，关键在于经典和时尚
统一，戏曲韵味和沂蒙精神交融，也会感
染和激励更多人传承和弘扬沂蒙精神。”

“近几年柳琴戏可谓题材丰富、精品
迭出，很多作品都展现和弘扬了沂蒙精
神，也获得了国家级文化大奖。像反映舍

小家顾大家、良田变库区的《彩石峪》，
反 映 九 间 棚 人 战 天 斗 地 的 《 九 间
棚》……”临沂市文广新局副局长薛岩介
绍，临沂市创新性地以柳琴戏为基础，推
出了几部有广泛影响的跨界组合舞台剧，
如《沂蒙组歌》《巍巍大青山》等。

沂蒙精神不仅体现在柳琴戏中，还体
现在剪纸、绒绣、刺绣等“手工记忆”
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艳俊历
时7个多月，创作出沂蒙精神、地雷战、
反扫荡等抗战题材的剪纸100余幅，并通
过展览向人们讲述抗战故事，弘扬沂蒙精
神。

有了好作品，怎样更广泛地传播也是
一个新课题。临港经济开发区坪上剧团是
一支“沂蒙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

《幸福美满在新城》由“台柱子”靳如霞
主创，反映了临港区“弘扬厉家寨精神，
再创时代‘好例’”的创业历程。“剧团
在乡村大舞台演出了三四十场，父亲、我
和孩子经常三代同台表演，每场演出都被
邻里百姓围得水泄不通。”兴奋之余，靳
如霞动情的表演起来。

像这样的“沂蒙红色文艺轻骑兵”小
分队，临沂有20多支。除了发挥临沂市柳
琴戏传承保护中心的主力军作用外，临沂
市还组织全市文艺工作者成立了市、县
（区）“沂蒙红色文艺轻骑兵”，深入乡
村、校园、企业、军营、敬老院，一年一
村一场戏，并开展了系列为民、惠民、乐
民的文化服务项目，沂蒙精神也藉此在乡
村和社区开枝散叶。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梅 花

根植于早期的彬彬有礼道德学校、始于
济宁市乡村儒学普及，2014年10月，曲阜孔
子学堂应运而生，截至目前，曲阜市457个
行政村实现孔子学堂全覆盖。

“做了4年的孔子学堂讲师，我发现老
百姓听儒学课、礼仪课的热情越来越高；3
岁的小娃娃拿着冰糕纸会找垃圾桶；很多家
庭妇女开始重视伦理道德，争当好媳妇、好
婆婆……种种变化让我感到现在做的事意义
非凡。”

“如何让村民听得进去、感同身受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曲阜市委党校讲师胡亚军深有
感触。为此，曲阜市一改儒学讲师常年去固定

村居讲课的做法，结合村居实际情况和特
点，根据群众需求来安排儒学讲师进课
堂。先由乡镇文化站和文化管理员收集群
众意见和需求，反馈给文广新局，文广新
局再选派合适的讲师，依据群众需求制定
授课主题。课堂内容既不单一又不重复，
还体现了群众的主体地位，这种“点单
式”授课的方法深受群众喜爱。

曲阜市文广新局社会文化科科长王海
波告诉记者，孔子学堂工程体大量多，为避
免这项活动流于表面，曲阜市制订了完善
的孔子学堂管理办法。在具体实施中，不断
提升孔子学堂标准，严格按照“四个一”的
标准要求开展学堂建设，学堂由各乡镇文
化站和各村“两委”负责日常维护，并派专
人担任文化管理员进行管理。

在师资管理上，曲阜市制定出台了《曲
阜市儒学讲师管理办法》，建立起由传统文
化研究学者、高校教师、党校教师、乡贤、大
学生志愿者等组成的师资库，500余名儒学
志愿者成为孔子学堂师资库的讲师，每年
春季都举行一次儒学讲师说课比赛和“十
佳儒学讲师”评选活动，主管部门将讲课内
容按照孝道、家风家训、家庭文明、村居环
境等分类，编撰成册，制作光盘，形成体系，
并依据此分类编写儒家文化教学大纲。

胡亚军告诉记者，给村民讲课要以故
事为主，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强化故事
教学，书院街道、小雪街道等五六个乡镇
的近50个村庄，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她说：“现在每个月我都会接到一些村
党支部书记的电话，要求我去村里讲课。”

从市里指派到村里邀请，胡亚军心里成就
感满满，更让她感动的是村风的变化。

胡亚军在防山镇钱家村讲授“全民修
身、全民守法”的课程，每月一期。短短半年
的时间，钱家村的变化就让村党支部书记
史国强高兴不已。“咱村吃水不花钱，过去，
一到定点放水的时候就有人扯了长管子浇
地，全村一个月光抽水的电费少说也得
2000多块钱。现在再也找不着这样的人了，
高峰月份200块钱就打住了。”史国强说，

“真没想到，能给村民带来这么大的变化！”
曲阜市常态化、制度化地推进儒学教

育，也明确了“对谁讲、谁来讲、讲什么”
的问题，活动开展以来，累计有12万余人
次进行经典诵读，65万人次参加文明礼仪
培训，儒学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百姓家。

坚定文化自信，汇聚走在前列的磅礴精神力量
一年来，山东始终强化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高点谋划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力弘扬沂蒙蒙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做好传统文化“两

创”，致力文化惠民，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扛起在全国文化繁荣发展中的责任担当，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值注入山东力量。

当前，我省正处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亿万齐鲁儿女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以以蓬勃的文化实践磅礴的精神伟力，奋力开创新

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 本报记者 刘兵 刘英

进入寒假，泰山皮影剧场比平时
热闹了，来看皮影戏的家长和孩子络
绎不绝。1月22日，记者在剧场见到
谌安萍时，她刚刚与团队表演完《武
松打虎》的剧段。剧情经典热闹，加
上泰山皮影精致的制作和演出，博得
观众满堂彩。演出结束，很多孩子涌
到后台，想要看看“皮影”是怎么演
出、制作的。

“皮影戏被称为百戏之祖，在我
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群众基础，看到
年轻一代这么喜欢泰山皮影，我特别
开心和自豪。”谌安萍说，我们的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非遗”项目更是
其中的精髓。借助这些项目，山东文
化品牌的影响力已扬帆海外。

43岁的谌安萍师承泰山皮影第六
代传承人范正安，跟随他在泰山皮影
艺术研究院中学习工作，参与剧场日
常的表演和皮影文创产品的研发制
作。可令人略感意外的是，作为山东
本土非遗传承项目的“台柱子”之
一，谌安萍竟是江西南昌人。

20年前，谌安萍跟随丈夫从南昌
来到泰安。“我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
来到泰安了解到泰山皮影曾在联合国
的舞台上表演，在国内外颇具名气。”

不仅如此，通过一次次的文化交
流演出，谌安萍对山东底蕴深厚的传
统文化、数量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传承和有效
开发很感兴趣。

在剧场，每周都有学生前来观看
演出并体验皮影的制作。“在小朋友眼
里，舞台上的表演足够精彩，但他们对
皮影幕布后的内容更加感兴趣。”

为此，泰山皮影艺术研究院专门
开发设计了“泰山皮影传习体验制作材料”等配套产品，
并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操作能力，将这些传习体验制作
材料分成不同的种类，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去年有很多来泰安旅游的境外人士，在泰山皮影剧
场，看到孩子们在专心描绘皮影人物，称赞山东对传统文
化保护很到位。”谌安萍说，此前，师傅到韩国和德国表
演，有外国人还专门跑来跟他对话，“你来自‘好客山
东’‘孔子家乡’，我很喜欢那里”。

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让更多人了解泰山皮影？范正
安说，自己现在年纪大了，这些年轻的徒弟们就经常凑在
一起，商量使用一些新奇的传播手法。

在范正安看来，越来越多像谌安萍这样的年轻人进入
到这个传统行业，无疑将会让“非遗”项目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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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故事统筹：赵 琳

该篇报道对山东牢记总书记嘱托，发挥富有红色文化

资源和优良革命传统的优势，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

程，加强挖掘阐发，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积极营造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的浓厚氛围，努力构筑传承红色文化的高地进

行充分报道

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2日四版头条

山东：弘扬沂蒙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5年来，山东各级文化部门牢记总书记嘱托，结合工

作实际大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提高全省民众的幸福指数提供了强大正能量

中国文化报2018年11月29日一版

山东：守护传承好
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曲阜5年来，作为孔孟之乡的山

东，紧紧围绕“四个讲清楚”，深入研究阐发以儒学为代

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让优秀传统文化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5日头版头条

山东传统文化
更接地气更有人气

图①①：临沂市沂蒙红嫂纪念馆，工作人员在介绍“沂蒙红嫂”的事迹。图②②：泰山皮影第六代传承人范正安与谌安萍（左）一起探讨泰山皮影制作工艺技巧。图③③：2018
年9月26日，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举行。（资料片）

曲阜孔子学堂457个行政村全覆盖，每村每月一节课———

“点单式”授课让儒学更接地气

柳琴戏老曲发新声，鱼水情妙手入剪纸

“非遗”牵线，让红色故事活起来

2018年齐鲁文化发展的脚步更加铿

锵、胸襟更加广阔。

一年来，山东文化体制越改越活，

文化产业越做越强，文化惠民工程越来

越具体，文艺精品不断涌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共同思想基础越夯

越实。

透过这些创新案例，可生动感受到

山东扛起文化繁荣发展使命担当，在文

化繁荣兴盛进程中当好排头兵的坚定的

文化自信。

筹建山东沂蒙精神研究会，“沂蒙精神与新时代党群关系

研究”获得中宣部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课题立项

“中国梦·新时代”百姓宣讲达4000余场，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打造“一县一道德品牌”，深化基层道德品德创建

“厚道鲁商”品牌企业榜持续发布，倡树“厚道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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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信通·山东省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集中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近70万人，成为诚信建设的有力抓手

探索实行省市县三级联合购买文化惠民演出，以奖代补激

活演艺市场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升级为政府主办的学术

思想交流论坛，搭建不同文明对话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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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详情
见新锐大众

透过8个创新案例看山东文化强省建设

在德国设立首家实体海外文化中心“‘孔

子故乡·中国山东’文化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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