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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继伟 王佳声 祝红蕾 马世波

自编自演剧 百姓齐参与

“大娘大爷真开心，月月领着养老金。
新农合真是好，药费百儿八十地报，贫困户
有低保。社会好，好社会，健康长寿一百
岁。”12月15日，在临朐县辛寨镇下河社区
村委大院里，4个年逾古稀的老大娘自编自
演快板剧，她们生动诙谐的表演，逗得观众
们笑得前仰后合。

这是下河社区新成立的表演队表演的新
剧目，表演队共有40多人。今年62岁的王继
勇就是一个热心的操办人，他自购录像机，
为表演队录像、刻录影碟，跑前跑后，忙得
不亦乐乎，“如今生活好了，就张罗着让大
家乐呵乐呵。”

孩子在外读书的张宏民、赵文香夫妇出
资购买了表演用的花篮、服装，村民自发凑
钱买来艺术表演道具毛驴、蛤蜊、大头娃
娃、及锣鼓音响等器材，阵势一摆，演员穿
上专业的演出服装，锣鼓家伙敲起来，全村
的老百姓便都跑过来看，“演员演得高兴，
老少爷们看得开心，这日子也觉得越过越有
奔头了。”王继勇说。

临朐文化底蕴深厚，是久负盛名的小戏
之乡，历来有自编自演的娱乐传统。目前，
临朐10个镇街村村都有演出队。这些土生土
长的农民吕剧团、腰鼓队秧歌，狮子锣鼓队
等，不但是村里人的开心果，还是县里各种
文化活动的主力军。临朐春节文艺晚会、街
头民间艺术表演暨花灯展中，处处可见群众
自编自导的小戏剧、舞龙舞狮等传统娱乐项
目，让人耳目一新。

文艺演出遍地开花

临朐艺佳吕剧团是众多文艺剧团中的一
个庄户剧团，11年来他们一共演出接近2000
场，观看群众不计其数。49岁的团长冯太平
是寺头新台村农民，自幼热爱戏剧，在县文
化馆举办的戏曲培训班学习后，他和一帮票
友组建了艺佳吕剧团。冯太平多次创新排演
新剧目，他主演的周姑戏新剧目《神秘的笑
声》获得临朐县第二届政府文化艺术奖团体
奖。

“我们这些演员以前都是下庄户种地
的，因为都喜欢传统戏剧这才走到了在一
起。”冯太平告诉记者，“宣传部给我们捐
了音响，文化馆里免费给我们指导，我们也
越演越有劲，一年下来演出200多场。”从
2002年剧团组建到现在，从起初的六七人到
现在的十五六个人。

今年62岁的李本栋是艺佳吕剧团的元老
了，从创团到今天一直没离开过。“我就好
这口，一天不摸摸这板鼓手就痒痒。”李师
傅笑着说。

“文化演出队到了农村，见到了上至八
旬老人，下至学步顽童眼里透出的那种对文
化的渴望和期待，那就是我们开展文化惠民
活动的动力。现在临朐的文艺活动氛围良
好，村村有队伍，人人能演出，是我们的目
标和方向。”临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
长孙秉明说。

冶源镇傅家李召村文艺剧团自2008年成
立以来，自编自演节目，每年为村民演出20
余场次。村里的娱乐室和体育广场，成为老
百姓茶钱饭后唱歌跳舞的“根据地”。对于
自编自导的节目，每个节目奖励1000元，支

部书记傅绍卓告诉记者：“这样以来大家参
与的积极性更高了，又可以促进村民学习文
化提升文明程度。”自推出这个奖励政策
后，已经有10部自编自演的节目领取奖励补
贴。冶源镇傅家李召社区的李秀春大娘说：
“广场上经常有节目看，现在，每天都像过
大年了。”

文化活动激活文化建设

老百姓的文化参与热情极高，也带动了
文化的延续和传承。临朐全面实施“十百
千”文化人才培训工程，举办声乐、广场舞
等培训班，并到10个乡镇为他们排练、辅导
龙灯、秧歌队、高跷、舞狮等民俗表演，启
动“双百”文化工程，大力培养一批文艺创
作、演艺等文化专业人才。

临朐的文化活动、文化项目，都离不开
“让群众参与”几个字，形成了“文化为大
众，大众爱文化”的良好群众氛围，并激活
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一池春水。恒彩数码有限
公司的高仿真项目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改革
发展重点项目库，宽惠红木先后为中南海、

人民大会堂等量身定做红木制品。一个个好
项目，带起全县的文化产业集聚发展，41个
投资过千万的重点项目集聚发展，培植起涵
盖奇石、书画、雕塑、红木嵌银等41个门类
150多种产品的创意文化产业体系，文化企
业达到260家、带富文化工商户8200家。

临朐新开发的沂山文化旅游与弥河文化
旅游景观带、雕塑文化产业园和红木文化产
业园区、奇石中心、临朐书画交易中心、临
朐花鸟盆景根雕交易中心等，也成为临朐文
化交流碰撞文化和百姓休闲的集聚地。这里
常年举办书画展、摄影展，浓厚的文化氛围
吸引冯远、范扬一大批书画名家前来办展交
流，接地气通灵气，文化艺术的交流互动也
越来越多。

据了解，临朐县大力完善市、县、乡、
村四级公共文化网络，从县级文化设施到镇
街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中心、村文化大
院、农村书屋等实现了全覆盖。目前，临朐
在全县85处社区建成文化中心，送戏下乡60
余场，文化惠民演出200余场。

文化接地气 百姓最受益
——— 临朐群众文化活动扫描

□王佳声
报道

庄户剧团团
长冯太平(右一)和
演 员 们 正 在 演
出。

□李慧 高伟仁 刘海花 报道
本报昌乐讯 日前，潍坊市公布了11月大气环境质量情

况，在各县市区空气质量排名中，昌乐县名列第一位。
据介绍，在今年年初，昌乐县的空气质量曾位居全市

第九，“三八六”环保专项行动以来，昌乐县先后实施环
保工作百项重点工程、30家重点异味企业整治工程、水源
保护、植树造林等重大生态项目，以及机动车尾气治理、
建筑施工道路扬尘综合整治、秸秆禁烧监管和综合利用等
专项行动。

截至目前，该县投资5亿多元新上除尘、异味治理等设
施，关停、拆除“十五土小”企业118家，对80家存在异味
污染的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

昌乐11月空气质量

位列潍坊第一

□张太林 王兆富 谭佃贵 报道
本报临朐讯 据悉，临朐县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

连续五年把加快学校建设纳入十件为民实事，强力推进学
校标准化建设。2009年以来，全县学校建设总投资14 . 2亿
元，目前共有83所学校相继启动建设项目，占中小学总数
的54 . 6%，改造建设总面积67 . 5万平方米。

该县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校标准化建
设，学校建设在注重坚固、实用、耐用的同时，更加注重
现代化的配套设施建设，实验室、音体美、多媒体、校园
网等专用设施一应俱全。

临朐五年投入

14 . 2亿元建学校

□见习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潘伟 报道
本报青州讯 12月14日，记者来到青州古城，北门街

上说快书的击板演说，引逗得游人围听。捏面人的调料制
作，栩栩如生，围观者赞不绝口。还有，纺线的，打更
的，吆喝叫卖的，玩弄杂耍的，磨剪子锵菜刀的，县官出
巡的……非常热闹。

“周末时间短，一日游正合适，来古城逛逛收获不
小。”跟随潍坊市嘉华国际旅行社旅游团来青州游玩的陈
艳说。虽已是初冬，但每逢周末，青州古城内，各地游客
依旧络绎不绝。

据悉，今年，青州全面实施“旅游立市”发展战略，
重点搞好旅游开发和行业管理，全力打造“东方花都、文
化青州”城市形象名片，做活叫响“古城热线”招牌。目
前，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8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0多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3 . 1%和63 . 4%。

青州古城游冬日热度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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