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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临邑县梨
城小学的学生们正在表演
自己编排的“三字经”舞
蹈。该活动既丰富了课余
生活，又让学生把所学内
容转化成自觉行为。

□高德刚 报道

“三字经”舞蹈

美化情操 12月30日，郯城县胜
利镇沙沃村民间艺人在加
工木版年画。春节将至，郯
城县农民纷纷加工制作被
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木版年画、挂门笺
等年货，供应节日市场。

□房德华 报道

非遗年货加工忙

12月24日，滨州市滨
城区民间艺人在给市民展
示用麦秸秆制作的《独占
一枝》工艺画，并讲解制作
技巧。其独特的制作工艺
和精美的作品深受群众的
喜欢。

□王红军 报道

废弃麦秆变身工艺画

12月28日，青年国画家吴
自强的“百扇迎春展”在北京
举行。展览展出吴自强创作的
水墨扇面作品100幅，内容涵
盖花鸟鱼虫、风物四季、神话
人物等，吸引众多观众前来参
观欣赏。

□新华社发

百扇迎春展举行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刚刚过去的2013年，我省文化工作交出了
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涌现出多个具有全国示
范价值的“亮点”。

2014年，“文化山东”将谋求新作为。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徐向红接受采访
时说，全省文化系统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
要讲话精神，改革创新，积极推动工作指导转
变，充分发挥“后十艺节”效应，落实文化部和
山东省政府《关于合作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框架
协议》，使我省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等各方面走在全国前
列，努力开创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实施重大“文化工程”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我省将进一步强化孔子及儒家思想

研究传播体系，实施古籍发掘整理研究等“文
化工程”，推进曲阜文化经济特区建设，加强优
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进一步发挥国民教
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加强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

强化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传播体系。包括
加快推进孔孟文化数字信息系统世界银行贷

款项目，积极推进儒家思想学术研究基地和传
播基地建设，规划建设国际儒学文献资料收藏
中心，着力打造世界儒学研究学术高地。办好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儒学大会和澳亚艺术
节山东周儒学论坛，加快国内外“尼山书屋”建
设。

实施古籍发掘整理研究工程。加强现有馆
藏珍贵古籍的研究整理，实施大型古籍整理出
版项目，落实“海外儒学文献回归计划”和“齐
鲁珍贵地方文献回归计划”。

实施东夷文化溯源工程。山东是东夷人最
主要的活动区域。加强东夷文化的考古、研究，举
办“文字起源与东夷文化”等系列学术研讨会，系
统深入发掘东夷文化的起源意义、思想价值和文
脉传承，对东夷文化进行固化展陈展示。

实施齐鲁文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
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墨
家文化等齐鲁大地古代历史文明为主题，组织
创作美术精品。

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先行一步。总结归纳
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美德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有机结合，形成新时期道德规范。重视
道德实践，积极推进“四德”建设。

重大活动、重要赛事

交由社会组织承办

我省将进一步“简政放权”，努力营造有利
于文化企业生产经营和文化消费的环境。因
此，将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包括
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积极推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文
化行政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举办重大文化活
动和赛事。进一步扩大政府文化采购，将山东
艺术节等重大活动、重要赛事，通过委托、合
同、招标等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办。

深化文化单位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文化单位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文艺院团改革。推动转企院团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培育合格的演艺市场
主体，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完
善体系、提升效能、促进均等”为重点，进一步
完善提升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进城乡文
化一体化发展，坚持重心下移，在现有“15—20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建
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探索建立群众评价和
反馈机制，推行“菜单式”服务，变“我给你接”
为“你需我送”，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
需求有效对接。继续深化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
放工作，着力办好文化惠民实事。结合“第一书
记”帮包工作，实施文化扶贫，将更多的文化资

源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倾斜，促进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

促进艺术创作持续繁荣。深入实施文艺创
作“精品工程”，出台并实施《推动山东舞台艺
术持续发展“4+1”工程实施方案》、《“一村一年
一场戏”工程方案》等方案，建立扶持艺术创作
长效机制，对精品剧目创作、地方戏曲振兴、京
剧艺术发展、优秀保留剧目、艺术人才培养、参
加国内外比赛、送戏下乡演出等加大支持力
度。实施“精品美术作品创作工程”，力争在第
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取得优异成绩。

大力推动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着力提高文
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积极推
进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产业园区(基地)建
设，搞好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策划和宣传推介，
加强对曲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建设的
指导，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打造文化产业
发展龙头。积极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等产业
融合发展，提升优化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
新型文化业态。

同时，我省将大力推进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建设，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继
续推动齐鲁文化“走出去”。其中重点工作包
括，积极参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实施“山
东—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年度合作工程”；积极
引进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举办高质量的国外文
化艺术展演。

2014，“文化山东”谋求新作为

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

□ 王红军

“现在中国艺术要‘走出去’很难。”
在全国美术馆年会上，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
安发出这样的感慨。近些年来，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成果丰硕，为什么还会让人感
觉“难”？

这个“难”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走出
去难，而是说走到国外主流渠道、主流平台
上比较难，撬开西方著名博物馆、艺术馆的
大门比较难。

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丰富多彩的“中国
节”、“中国日”活动在世界各地精彩上演，有
着文艺演出、书画展览、电影放映、商贸展览
等形式多样的内容，为当地民众开启了一扇
扇感知中国文化的窗口。目前，我国已经跟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不
同规模的国际性文化交流品牌不断涌现，成
为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和文艺界
人士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真正走出去面临着

新的难题。范迪安表示，“我们都希望尽快
把中国艺术家推出去，但外国人习惯按部就
班，谈起来都是三年、五年之后的事情。此
外，‘走出去’需要经费，但随着我国经济
快速发展，对方往往要价很高，导致许多文
化交流项目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

这不是个例。将于明年1月亮相济南的紫
禁城室内乐团，其成员著名胡琴演奏家沈诚
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我们往往把走出去的过
程当成目标，热衷于报道我们有多少团体到
世界各地演出，但是在演出后，人家没有记住
多少东西，音乐没记住，曲名没记住……”

如何让中国文化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并为外国人所接受？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文
化还远不是国际主流文化，文化竞争实力与
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很不相称。
有资料表明，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
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只
有4%才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地区国
家。许多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甚至
存在误解。

欣喜的是，有责任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深
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不满足于走出去
到国外的文化中心、议会大厅、社区等这些
地方举办艺术交流活动，而是在思考如何走
进主流艺术渠道，走进像卢浮宫这样有着世
界影响力的艺术舞台。

以紫禁城室内乐团为例。这支由民乐界
著名音乐家、演奏家组成的院团，近年来在
文化部的资助下，走出了自己的“三步走”
模式。目前，该乐团已经成功迈出了走出去
的第一步，即借助国外艺术节推出原创作
品，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在未来几年里，紫禁城室内乐团将加强
与波兰国际现代音乐节“华沙之秋”、美国
芝加哥室内乐团、俄罗斯国家模范民族乐
团、西班牙表演艺术家版权协会等国际团体
与机构的合作，有计划地推出自己的品牌，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音乐走出去。

沈诚说，在世界几个著名的、最高端的
国际音乐节上，至今没有中国的演出节目。
“我们的目标就是走进这样一个音乐节，推

出民族乐器的声音，这才标志着中国的民族
音乐具有了国际一流水准。而只有融入国际
当代音乐群体，才能实现文化走向世界。”

文化“走出去”艰难，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因此，我们必须科学谋划，制定长期规
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文化传
播和交流。此外，我们还应该遵循市场规律
和文化传播规律，以其他国家民众乐于接受
的方式、能够理解的语言开展文化传播，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沈诚说：“只有当外国人真正掏腰包消
费中国‘文化’的时候，中国文化才算是真
正走向了世界。”这才是我们文化走出去的
目标。

文化走出去，难在哪？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专业

委员会第八届年会暨第十届名楼论坛日前在浙江宁
波召开，经会长、秘书长和全国历史文化名楼的代
表们表决，一致同意接纳济宁太白楼为第14名新成
员。

济宁太白楼坐落在济宁市城区古运河北岸，是
古城济宁的一座地标性建筑。据考证，唐开元24年
(公元736年)，诗人李白与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迁居
任城，“其居在酒楼前”，每天至此饮酒消遣，挥
洒文字，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

自唐咸通2年(公元861年)，沈光为该楼篆书
“太白酒楼”匾额，从此该楼便改为“太白酒
楼”。宋、金、元时期，均对酒楼依貌整修。明洪
武24年(公元1391年)，济宁左卫指挥使狄崇在重建
“太白酒楼”时，依原楼样式，移迁于南城墙上，
并将“酒”字去掉，名为“太白楼”，沿用至今。
后于明、清、民国间进行了数十次较大的重修。

今天的太白楼，是解放初期在旧城墙上重建
的，占地5954平方米，楼体为两层，重檐歇山式，
砖木结构。楼内有唐代以来文人墨客的赞词、诗
赋，及乾隆皇帝《登太白楼》等碑碣50余块。有罕
见的李白手书“壮观”斗字方碑。

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杨义堂说：“太白楼成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对于促进济宁李白文化的研究
和传承，加强太白楼文化遗产的保护，扩大济宁太
白楼的影响，增强济宁的历史文化底蕴，推动济宁
文化名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济宁太白楼

跻身中国历史文化名楼

 1月1日，落成不久、条件优越的济南市
新图书馆里看书学习的人很多。新年第一天，众
多市民纷纷来到济南市新图书馆，在优雅舒适的
环境里埋头读书，用这种方式迎接新年第一天。

□记者 李勇 报道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了第二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济南城子崖遗址名列立项名单中。

城子崖遗址位于济南章丘市龙山街道办事处
以东武原河畔、被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因首次
发现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闻
名于世。1961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崖遗址的重要性得到了国
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各级文物部门的
积极保护，城子崖遗址先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
一五”、“十二五”大遗址保护规划中。

2013年5月底，济南市文物部门又启动了城
子崖遗址申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工
作，并于近日获国家文物局批准。据介绍，下一
步，文物部门将积极组织开展城子崖遗址考古遗
址公园规划深化、文物保护项目实施、环境风貌
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争取在未来几年内
将其打造成济南东部区域一处赋有济南地域文化
特色的遗址公园。

城子崖遗址获准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

去省博，品味千百年来

那些“香事儿”

艺术鉴赏·16版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村村锣鼓响，处处歌声飘。省文

化厅新年春节期间在全省组织开展了“文化大拜
年，欢乐进万家”冬春文化惠民活动，让全省广大
群众度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新年和春节。目前，各
项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齐鲁大地成了一片
欢乐的海洋。

“文化大拜年，欢乐进万家”冬春系列文化惠
民活动，自2013年12月下旬开始，至今年3月中旬
结束。活动采取省、市、县联动，各市、县根据实
际组织开展，省里统一督导总结的方式进行。

活动主要内容包括，认真组织文化下乡活动，
安排精品节目、知名艺术家下乡演出。发挥参加十
艺节“群星奖”创作演出的600多件群众文艺作品
的惠民效益，继续开展“群星奖”作品“六进”活
动(进农村、进社区、进广场、进学校、进军营、
进企业)，为城乡基层群众免费演出。各地将最大
限度组织节目组继续深入开展“六进”活动。广泛
开展城乡文化小广场活动，带动城乡文化小广场建
设工程的深入实施。

同时，公共文化单位进一步扩大免费开放服务
范围。各级文化馆、文化站和文化大院将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组织好各类汇演、展览和晚会等活动。
图书馆将在日常服务基础上，举办各类主题性的讲
座、灯谜等活动，增加节日气氛。

深入实施基层公共文化辅导工程。各级文化部
门将借助新年春节期间广大群众热心参与文化活动
的大好时机，举办各类集中培训活动，同时组织
专、兼职辅导队伍和文化志愿者下乡进村、进社区
进行辅导。

此外，在系列文化惠民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各地
将组织、动员各级群众文化工作者，创作一大批适合
新年春节期间演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
品，进行提炼、加工、修改和提高后在基层进行推广。

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副处长冯庆东介绍说，
2013年12月29日上午，全省“文化大拜年，欢乐进
万家”冬春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在济宁市兖州区兴隆
庄镇举行了启动仪式。“根据调度情况，‘文化大
拜年，欢乐进万家’冬春文化惠民活动中，全省县
级以上规模较大的活动将达3250多场(个)，参与群
众将达2100万人次。截至今年1月1日晚，活动启动
4天以来，全省各地已举办县级以上活动195场，参
与群众67万人次。”

（重点活动表见14版公共文化）

村村锣鼓响

处处歌声飘
“文化大拜年，欢乐进万家”

冬春文化惠民活动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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