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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陈方明 高占根 报道

本报沾化讯 近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举行的
第五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大赛上，沾化渔
鼓戏剧团参赛剧目《墙角》荣获小戏一等奖，至
此，这个县级剧团连续四年蝉联最高奖。另一个参
赛剧目《枣园夜曲》获二等奖。

中国戏剧奖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
分设梅花奖、小戏奖和小品奖等奖项。由沾化渔鼓戏
剧团编排创演的新编历史剧“郑板桥系列剧”《审衙
役》、《追龙缸》、《打板桥》曾分获第二、三、四届“中国
戏剧奖小戏小品奖”大赛一等奖。

《墙角》讲述了开风味小吃的老蔫老板墙角被
人当成公厕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在当地政
府的统一规划下得到处理的故事。专家评审团认
为，这个剧目题材新颖，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
形象刻画细腻传神，演员表演水平高，具有很高的
艺术水准，观后令人耳目一新。

沾化渔鼓戏发源于沾化县胡营村，距今已有近
300年的历史，被列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06年，沾化县重新挖掘整理渔鼓戏，并成立
了沾化渔鼓戏剧团，使这一濒危戏曲剧种重放异彩。
如今，剧团平均每年演出230余场。沾化渔鼓戏剧团
团长王春贞说：“过去，我们找市场，现在，市场排着
队找我们，预约演出档期已排到了明年春天。”

沾化渔鼓戏蝉联

四届全国一等奖

□邹文强 周兴明

莱州市平里店镇杨家村，有一座同时挂着“武
魁”、“进士第”两块牌匾的房子。为了探访究
竟，近日，笔者来到杨家村进行了采访。

刚步上台阶，就看到一块刻有“进士第”的牌匾
挂在房子门楼前。穿过门楼，步行十几米，又一个门
楼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上的牌匾则赫然写着“武魁”
两个大字，它的样式与前面的牌匾差不多。

一户人家怎么会同时有两块牌匾呢？杨家村村
支书鲍耀山告诉我们，这户杨姓人家同一时期出了
一文一武两位奇才，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挂
着“武魁”字样的牌匾，是这户人家的哥哥杨景昌
得的，“进士第”牌匾则是弟弟杨奎昌得的，兄弟
俩一文一武。随后，我们在杨家村的族谱上看到：
兄：景昌，字芳荣，武状元，迁居浙江；弟：奎
昌、嘉昌、美昌。据户主杨兴恩的妻子张秀芹介
绍，景昌与奎昌是兄弟，后来都到了浙江一带当
官。“当时杨家是四兄弟，虽然景昌和奎昌都在外
地当官，但这里才是他们的正式宗祠。”88岁的张
秀芹告诉我们。因为兄弟俩的老家在莱州，所以当
时把清朝发下来的牌匾都留在了这里。

杨氏后人很珍惜祖辈留下的这两块较为完整的
匾。而且，为了保护牌匾，村里修路、挖沟，都会
绕开这两个门楼。

一门俩兄弟

文武两奇才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张学东

三句半《咱们农村变化大》、吕剧小合唱《炉
中火》……11月15日晚，黛溪小学礼堂内热闹非
凡，邹平县镇办品牌文化之旅暨黛溪街道首届
社区邻里文化节在此举行，一个个由村民自排
自演的精彩节目不时引发观众的热烈掌声。

今年以来，邹平县精心策划镇办品牌文化
之旅、全民广场舞大赛等文化活动，全县各部
门、各镇(街)分别打造了一场场体现镇域文化
特色、符合群众意愿的“文化盛宴”，实现了
文化资源的有序流转，全面推进群众文化事业
蓬勃发展。

16个镇街走上舞台

“秀文化”
今年5月，“舞动梁邹”第二届全民广场

舞大赛在邹平县西董街道文化广场举行，遴选
出的樊大庄、南唐村等10支村级代表队，依次
上场秀舞姿、飙魅力。

这次活动也标志着邹平县镇、办文化之旅
正式启动。“参加广场舞大赛，最重要的不是
荣誉，而是健康和快乐！”南唐村代表队队长
马兰香说。

自2008年起，邹平县实施了“811”文化
惠民工程，每年拿出200万元作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基金，并制定了以奖代补政策。今
年以来，该县又精心策划全民广场舞大赛、镇
办品牌文化之旅等活动，积极推动广场舞“进
农村、进机关、进企业”。

目前，邹平县广场舞这一民间艺术已深深
扎根，几乎村村都成立了自己的舞蹈队。邹平
县委常委、副县长尹艳玲表示，我们以“文化
强县”战略为抓手，搭建起“文化艺术节、农
民艺术节、春节文艺晚会、广场文化活动”四
大活动载体。

尹艳玲说，“仅去年，我们送戏送文化下
乡演出120多场，‘相约十艺节’夏秋系列文
艺演出50多场次，县域文化层次大幅提升、群
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培训“走下去”

创作“走出去”
在刚刚闭幕的我省首届吕剧票友大赛上，

邹平县王佑逢、张玉两名选手获得“山东省十
大吕剧名票”称号，还有5名选手分获一、二
等奖。

邹平县文体旅游局局长杨元家说，“近年
来邹平县将文化的着力点、资源、重心、服务

下移，通过多种方式，以培训带活动，以活动
促培训，在全县农村大力弘扬民间文化，普及
戏曲知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吕剧、京
剧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据了解，邹平每年选派专业老师，走遍全
县各个镇(街道)，手把手培训基层文艺人员。
目前，全县广场舞、腰鼓、农村庄户剧团等业
余文艺队伍达1000多支5万余人，80%以上的村
庄有业余文化队伍，其中1/3的村拥有2至3支
文化队伍。

今年70岁的马兰香老人是西董街道南唐村
的文艺骨干。“1996年春，我看邻村都成立了农
村剧团，我便张罗着村里几个戏迷成立了南唐
村庄户剧团。到现在，我们已经成立了村舞蹈
队、秧歌队、演奏队等，经常走街串巷义务演
出。”

为此，邹平县采取选派拔尖人才“走出
去”到高等院校进行专业学习，财政每年拿出
20万元奖励在文艺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
极大地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创作演出了
《同住一座城》等100余首歌曲，推出了《平
民书记》等10多部戏剧精品。

一批大型文化产业项目落户

文化提升产业内涵，产业助推文化繁荣。
杨元家表示，“近年来，邹平县鼓励大企业投
资文化产业，我省公布的20个文化产业重点园
区基地，西王玉米文化产业园名列其中。”

据介绍，西王玉米文化产业园项目不仅是
西王集团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
滨州市文化产业领域的重点支持项目。该项目

是以健康文化为脉络，以文化创意为驱动，融
合养老养生、健康体验、文化旅游等于一体的
综合性文化产业园区，预计总投资100亿元。

“洞藏旅游”是国际流行的工业旅游项
目。在邹平西董街道，中国江北最大的洞藏基
地综合旅游工业园区已经建成，是由天地缘集
团按照国家4A级景区标准投巨资建设，项目
包括鹤伴山脉“于兹山”内“天缘洞旅游景
区”、“地缘洞旅游景区”、“人合洞旅游景
区”，以及赋有江南古建筑风格的“万缘园”
缘文化和酒文化综合园区。

杨元家表示，该园区将“洞藏旅游”、“酒文
化”、“缘文化”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集观光、
爬山休闲、洞穴探密、洞藏酒品尝、酒文化和缘
文化体验与一身的综合旅游项目，必将引领起
洞藏酒文化之旅的新旅游风尚。

■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市县报道

邹平：文化活动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

群众“秀文化”，产业“兴文化”

□ 刘鲁会

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文化的重要性，承认过
去的欠账和疏忽。当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开始
着手文化建设的时候，我们正面临一个尴尬的
困境：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到头
来却缺少文化。文化都跑哪里去了？这不能不
令人深思。

四合院的石榴树尚在否？这不是无端生
想。近来看北京女教授梁鸿写的《出梁庄
记》，说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一切推倒重
来，什么都是崭新的，把村庄的历史全部抹
掉，那人们的生活只是一种非常肤浅的存在。
在梁鸿的心目中，一个美好的村庄，应当有独
一无二的山川风物历史记忆，而不是新楼林立
千篇一律。她说这样一个老家，已经没有一个
人的文化之根，“我当然不敢回去，回去你会
发现，这是一个荒凉的孤岛，人们心存眷恋的
记忆无处存放。”这位女教授劝告我们的官
员，多一点耐心，仔细调研以后，谨慎地推进
城镇化，保留好乡村的个性基因。

我看这篇文章时在想，人不是吃饱穿暖衣
食无忧之后就无所事事，他要靠文化存活。这
两年，不知怎么，我也愿意往老家跑，去年一
个国庆长假去了两趟。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
山村，党的抗日根据地，其实我这一辈子没在
那生活几天，可就是放心不下。看到乡亲们一家
家搬进山下的一座座新楼房，山上旧村的老宅
院一天天破败了，觉得没着没落，丢了魂似的。
没办法，老家那地方自古出陶瓷，就在老家院子
的草丛里拣了个不知年代的老瓷罐，拿回城摆
到家里，经常看看，有所寄托。人真是挺奇怪，光
有物质生活不行，得经常用文化伺候。

搞文化建设与搞经济建设不同。把急功近
利大干快上搞经济的办法搬到文化建设上来，
往往会误大事。经济上错了可以再来，大不了
交点学费，文化上错了却很难重建，拿多少钱
也买不回来。看着无数徽派民居、山西大院、
北京胡同随着现代化的步履而匆匆消失，总结
我们这些年文化建设上的成败得失，留下的教
训实在太多了。我以为，文化上的缺失，才是
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中等发达陷阱”的要害所

在。现在有人喜欢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经济系
数说事，有些就事论事，眼光短浅。

文化需要扬弃。但如何区分传统文化的精
华和糟粕？关键看你怎么认识。我们党校的同
学就儒家文化之优劣有过讨论。只说学习，孔
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学然后知不
足”，就是精华，千古名言，终身受用。“学
而优则仕”，就是糟粕，他鼓励人们努力学习
去当官，导向不好，应当批判。我说可不一
定，孔子是说，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当领导干
部，或者说，一名领导干部必须好好学习，这
有什么错？过去我们喜欢盲目地给传统文化贴
上封建标签，不加分析扫地出门，现在看来往
往错了。

亡羊补牢，能清楚看出我们的症结所在：
一是刚才所说，执政党自身不足，干部文化素
质不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路线出了
偏差。二是左倾遗毒，认为文化越多越反动，
奉行文化虚无主义，喜欢把价值连城的文化遗
产当成糟粕。三是以为搞文化就像搞经济，搞
经济就是搞GDP，喜欢立竿见影，急功近利，

大干快上，形象工程，热衷做一些表面文章，
弄一些花架子，忘了文化是个基础活、慢工
夫，结果不伦不类，文化建设就像墙上芦苇没
有根底。四是商品社会的冲击，唯利是图、金
钱至上的价值观扭曲人们思想，造成是非颠
倒、诚信缺失、精神匮乏、道德失范。

文化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能
的。怎样真正弄懂文化？当务之急，一是要立
足国情，寻找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文
化强国建设确立正确航向。二要像西方人一样
到孔夫子那里寻找答案，这是我们的本钱和得
天独厚的文化优势。三要从五千年先哲中汲取
营养，拾华夏历史之优良传统，补炎黄儿女之
文化缺失。四要实行文化上的交流开放，借鉴
西方文明，以人为本，兼容并包。

总之，文化上的事，不是想象得那么简
单。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搞文化，史
无前例，更是特别。文化建设是一门挺深的学
问，要做文化的领导，先做文化的学生。在这
个事上，还是孔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也”。

■文化视点

四合院的石榴树尚在否
——— 河南文化考察的思考（二）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李 英 魏忠友 报道

本报郓城讯 举办水浒纸牌展，弘扬水
浒文化。日前，郓城县水堡乡水堡村农民姚
念会举办的水浒纸牌展，“火”了这个乡
村。

在位于水堡村的两间展厅内，全是与水
浒纸牌相关的故事：四面墙上挂着水浒纸牌
的印刷工艺流程、玩牌场景照片、水浒纸牌
改版简介；柜台内摆放着水浒纸牌的三种雕
刻版本和制作纸牌用的刷子、梨木；各种版
本的水浒纸牌……

“这套深灰色的水浒纸牌雕版，是清初
版，也是改版后的第一版，是我花2000块钱
从一位老人手中买到的。我跑了七八趟，好
说歹说才买下来了。”姚念会说。

姚念会与水浒纸牌的渊源要从1998年说
起。当年，水堡村一位老太太在自家盛地契

的箱子里翻出一副纸牌，见牌有些潮湿，她
就把箱子搬到院子里晾晒，结果牌大部分风
化了。姚念会听说此事后，马上赶到她家，
经仔细查看，发现这就是最早的水浒纸牌。
姚念会把纸牌小心翼翼地捧回家，花四千元
请知名画家把纸牌进行了临摹，并对水浒纸
牌的渊源和价值进行了挖掘整理。在姚念会
的努力下，“水浒纸牌雕版印刷技术”于
2006年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郓城是水浒故事的主要发源地，水堡村
是义军领袖宋江的老家。宋江起义失败后，
水堡村的人们出于对英雄的敬重，根据宋徽
宗时所出皇榜捉拿梁山英雄的画像、赏银多
少，创作了水浒纸牌，纸牌业的兴旺发达一
度带动水堡村及周边地区的发展。然而后来
遭官府严查，逐步衰败。至于遭禁的具体原
因，许多专家一直迷惑不解。2011年冬天，
鄄城一位热爱水浒的李师傅慕名找到姚念

会，并带来一本书——— 《明清史科》已编第
十本，书中提到，明代皇帝朱元璋在严禁
《水浒传》书的同时把水浒纸牌列入其中，
同视为犯上倡乱之物品：“市有卖水浒纸
牌、赌财物者，皆以藏《水浒传》书之罪
罪。”明政府多次派兵到水堡村严禁纸牌制
作，先抓人后罚银最后焚烧工具，一度使水
堡的纸牌制造受到了冲击。为使水浒纸牌延
续下来，后人对其进行了改版，改版后的水
浒纸牌很快畅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就连周
边国家也有人玩耍。

这本资料为水浒纸牌遭禁提供了明确的
证据，填补了水浒纸牌研究史上的空白，姚
念会如获至宝，马上用相机拍摄下来，作为
珍贵资料进行保存。“下一步，我准备做一
个4米长卷，把水浒纸牌的内容都绘上去。再
印刷一部分水浒纸牌，让更多人了解水
浒。”姚念会说。

郓城农民自办水浒纸牌展

◆ 每年拿出200万元作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金，并制定了
以奖代补政策。今年以来，该县又
精心策划全民广场舞大赛、镇办品
牌文化之旅等活动，积极推动广场
舞“进农村、进机关、进企业”。

每年选派专业老师，走遍全县
各个镇(街道)，手把手培训基层文
艺人员。目前，全县广场舞、腰
鼓、农村庄户剧团等业余文艺队伍
达1000多支5万余人，80%以上的村
庄有业余文化队伍，其中1/3的村
拥有2至3支文化队伍。

财政每年拿出20万元奖励在文
艺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极大
地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创作
演出了《同住一座城》等100余首
歌曲，推出了《平民书记》等10多
部戏剧精品。

利津县集贤幼儿园因地制宜开设了泥塑课，培养孩子的黄河口文化情缘，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孩子们的泥塑塑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小
艺术家大奖。 □李伟伟 黄峰 报道

□冯永华 报道
本报莘县讯 2013年11月16日上午，由聊城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莘县大队出品的全国首部公安交警
题材的公益电影、山东省首部院线高清数字电影、
山东省首部以“平安行·你我他”行动为主题的数
字电影《小城大爱》，在莘县电影院举行首映式。

这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传
达主流价值观，传递正能量优秀作品。车祸猛于
虎，家的飘摇让希望支离零碎；警民心连心，爱的
阳光使花朵永不凋落。首映式上，《小城大爱》主
题曲《爱是阳光》的演唱者梦沁馨女士现场献唱。
在《小城大爱》电影中交警“王小虎”的扮演者，
央视非常“6+1”年度总冠军、央视“星光大道”
冠军，全国30多家卫星电视台的当红特邀嘉宾侯奇
才现场表演了自己新近创作的模仿秀节目。

《小城大爱》举行首映式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书

法家协会和山东时代文化产业发展中心联合组建的
山东圣泰拍卖有限公司，11月19日在济南正式揭牌
成立。

山东圣泰拍卖有限公司经省工商部门注册资金
1000万元，是省级资质的专业拍卖公司。该公司将
以拍卖中国书画、油画、雕塑、古董珍玩、古籍文
献、工艺品等为主要经营项目。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朵云轩敲响中国艺术品拍
卖市场的首槌，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开始了发展、
崛起之路。据统计，去年全球艺术品销售总额达到了
430亿欧元，中国拍卖市场实现了968亿人民币的总
成交额。欧洲艺术博览会今年发布的报告中称，中国
的文化交易市场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艺术
品交易市场。山东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
省，艺术品市场交易额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前茅，

省文联副主席、省书协主席顾亚龙说，艺术家
的作品只有进入市场流通起来，才会不断创造新的
价值。拍卖是艺术品实现流通的重要渠道之一，也
是艺术品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最佳选择。“但我
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艺术品市场近年来在快速发展
的同时，艺术品拍卖行业也滋生了一些乱象，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大众文化的健康消费和投资热情。业
界期待建立起更加专业、运行规范的艺术品市场环
境，推动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山东圣泰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康永华说，“公
司是一个以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省书法家协会
为业务骨干和学术支撑的新型拍卖公司。我们将充
分利用和依托山东文艺界庞大的人才资源、文化艺
术资源，努力为广大艺术品卖家和买家提供热情、周
到、安全、优质的服务，为广大社会收藏者提供真精
美的艺术作品，努力构建起一个高品质的文化艺术
品交流平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山东圣泰拍卖公司

主打“学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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