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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从即日起至2014年2月底，济

南市文广新局、济南演艺集团将开展“文化惠民
生 全民共欢乐”系列文艺演出活动，组织市属
文艺院团深入济南市各剧场、社区、公园等地举
办200余场演出，繁荣元旦春节期间城乡群众文
化生活。

活动期间，济南市属文艺院团将走进社区、农
村、军营、养老院等地，举办40多场的公益演出活
动。济南市歌舞剧院将走进济南市武警支队，济南
市吕剧院将走进济南军区汽训大队举办专场慰问演
出活动。2013年12月27日下午，济南演艺集团走进
济南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举办了“情系农民工、
欢乐过新年”专场慰问演出；济南市京剧院于2013
年12月28日至2014年1月1日分别在济南戏缘俱乐部、
北洋大戏院举办了京剧折子戏专场演出，2013年12
月31日、2014年1月1日，济南演艺集团还举办专场慰
问演出，邀请城市环卫工人等特殊群体观看。

在此期间，济南市属文艺院团还将以大明湖明
湖居、宝贝剧场、北洋大戏院、铁路文化宫、省会
大剧院等为主要演出阵地，面向泉城市民和游客推
出系列演出活动。该系列演出将实行低票价，如市
儿童艺术剧院在省会大剧院的儿童剧《卖火柴的小
女孩》最低票价仅为50元，市曲艺团在大明湖明湖
居每周六推出的相声大会最低票价仅为20元。

此外，济南市杂技团还将积极开拓国外演出市
场，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分别在德国、法国、
迪拜、香港等地演出杂技剧《粉墨》及小型杂技节
目，共演出157场。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靳 永

省文联、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山东文艺志愿者服务暨第三
届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百县千村”书法下乡活
动主会场启动仪式，2013年12月28日在济南市
历城区郭店街道相公村举行。与此同时，全省
130多个县市区、近千名书法家，也在当地设分
会场同步举行书法下乡文化惠民活动。

省文联副主席、省书协主席顾亚龙说，“百
县千村”书法下乡绝对不是蜻蜓点水式的作
秀，而是扎扎实实“种文化”。三年来，点下的种
子已经开花结果。今年，书法家们“大手笔”又
引来了一个大项目，“一得阁”品牌生产线落户
山东，这也是“一得阁”首次在北京之外地区建
设“一得阁”生产线。

书法家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在活动现场，省书协顾问、济南市书协主
席杨炳云，省书协副主席郑训佐、范正红、孟鸿
声、黄斌、吴苓等书法家，挥毫泼墨，为相公村
的群众们创作书法作品。

杨炳云还特意书写了一幅京剧《空城计》
精彩唱段的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两
位村民一边抬着作品去晾干，一边打趣说，“以

后对着这个比划着唱，戏会唱了，说不定也能
当上书法家了。”

历城区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姜治宏，特意
由爸爸带着过来，在山东大学教授郑训佐创作
的时候，他看得聚精会神。他的爸爸介绍说，孩
子从幼儿园开始练习书法，如今魏碑摹得有模
有样，“主要让他来现场感受下书法家们是怎
样创作的，增加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兴趣。”

顾亚龙说，“百县千村”书法下乡活动从
2011年启动，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届，在省书协
组织安排下，全省近2000名书法家走进百县千
村，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我们的初衷，是组织
动员书法家们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让广大群
众真正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因此，我们始终坚
持一个理念，活动的目的并非把每一个人都培
养成书法家，而是通过‘百县千村’书法下乡活
动这个平台，把书法作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
的载体，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享受到文化成
果，接受文化的陶冶和涵养。我们也希望在这
一活动的带动和辐射下，涌现更多像相公村一
样的书法村、文化村、文明村。”

村民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相公村成为“百县千村”书法下乡活动最
大的受益者之一。这项活动开展以来，相公村
成为省书协书法文化下乡活动基地和“王羲之

书法文化大众大讲堂”基地，省书协的书法家
们不定期来这里举办书法讲座，对书法爱好者
的作品进行点评，并进行示范。村里形成“书法
热”，去年底，相公村村民邢世明等3名书法爱
好者，正式被省书协吸收为会员。相公村也先
后被评为国家级文明村、山东省文明村。

相公村党支部书记王群深有感触：“‘百县
千村’书法下乡活动带来的变化，我们感受最
直接、感触最大，如今，村里文化事业发展得
好，村民文化素质、村容村貌都有显著提高。”

小村发展起文化大产业

在相公村文化艺术品公司的工作间里，陈
瑞萍和工友们一起，正在加工宣纸册页。她们
的工作环节是纯手工操作，把浆糊刷好抹匀，

“快的话，两三分钟就能做一册。”
对宣纸进行深加工，制作成册页或者扇面

等，给村里带来不菲的收益。一张普通宣纸，加
工成各式册页后，价格一下子翻了几十倍。

王群说：“现在村里的文化产业发展起来
了，已经逐渐形成了宣纸加工等相公村特色的
文化品牌。”

在“百县千村”书法下乡活动的带动下，
相公村建起了村图书馆、美术馆、民俗博物
馆，美术馆里收藏有名家作品2000余件，其
中包括于右任、沈尹默、杜大恺、顾亚龙等书

画名家的作品。村里建成的文化广场，由名
家执笔书写的《百家姓》、《千字文》、《弟子
规》，刻成石碑后立在广场四周，村民休闲
时，既能学知识还能学书法。

受到文化陶冶的同时，相公村的村民们
也渐渐看出些文化的“门道”来——— 原来文
化还能当作产业发展来赚钱。在省书协的帮
助下，村里建起了文化艺术品公司，生产的

“槐宝阁”宣纸册页、扇面等，都非常受书画
家们欢迎，市场正逐步扩大。恒大地产、鲁商
物业、永辉酒业等企业也都入村合作。

王群说，“‘一得阁’落户这里，更是一次原
来想都不敢想的发展机遇。”

“一得阁”集团董事长孟繁韶说，“我们不
只是在这里建设一条生产线，还要以此为依托
进行品牌延伸拓展，进行更大范围的产业资源
整合与开发。”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表示，相公村生
动展现了我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带来的显著
效果，“我们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体和
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农村、
社区、企业，开展丰富多彩的‘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三下乡、送欢乐下基层等文
化活动，正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城乡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推进城乡文化均等共享，提高
群众幸福指数，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更多更
丰富的内容。”

书法家“大手笔”引来大项目
“一得阁”品牌生产线落户山东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高德刚 乔慎

“美美观观的水，美美观观的山，美美观观
的黑土地，美美观观的大草原哪，美美观观的
庄稼院，个个是花园啊……一曲柔情的《美观
不美观》响起，在临邑县邢侗街道后张白村的
小广场上，50多位村民整齐划一地排成方阵，
缓缓起舞。

目前，邢侗街道9个社区、40余个村有50多
支广场舞表演队，参与人数达6000多人。“每当
夜幕降临，邢侗街道的各个社区、村庄的文化
大院、广场大街，都能看到翩翩起舞的队伍。优
美的广场舞，舞出了好心情、舞出了文明、舞出
了健康。”

家里人说我越活越年轻

在邢侗街道孙洼村广场，这里的村民几乎
每天晚上都要来跳两个小时，附近灵官庙村、
邓井村、东五里村的村民也赶来凑热闹。

村民侯春花笑着说：“上了年纪，家务事
也少了，我待在家里却总提不起精神，不是
围着灶台转，就是整天唉声叹气，有点像患
上了‘更年期综合征’。但自从跟邻居一起学
跳广场舞后，每天就像有了盼头，心情也好
了，家里人都说我越活越年轻了。”

今年72岁的李秀兰是个最忠实的“舞迷”，
她跳广场舞有三四年了。李秀兰说，自己到过
好几个地方跳广场舞。“这些年来，跳舞已经成
了我的习惯，若哪天下大雨没法到广场上跳
舞，晚上就无法入睡。广场文化活动已经成为
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夜生活”也丰富时尚起来

以前，农民白天去干农活，一到晚上要
么在家看电视，要么就早点上床睡觉，要么
就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麻将。如今，随着
新农村建设，各个社区、村庄逐渐完善了基
础文化设施，一个个平整、宽敞的休闲娱乐

广场在各个社区和村兴建起来。
卞庙社区卞庙村广场舞的组织者高世文

表示：“自从跳起广场舞后，俺们村民的夜生活
也丰富、时尚起来，跳的跳、看的看，每天到10
点多才散场。”

在跳舞的人群中，张女士原来是个十足的
“麻将迷”，但现在不仅乐在广场舞之中，还把
身边的牌友拉来一起学。“我以前闲着最爱打
麻将，现在也赶赶时髦，学学广场舞。心情也比

以前好多了。”

全民健身的风气越来越好

记者在徐孟柳社区糖坊村看到，妇女身穿
统一的服装，挥舞着崭新的彩扇，与专业舞者
相比毫不逊色。村舞蹈队队员刘大姐表示，自
从跳了广场舞后，她减掉了8斤肉，现在脖子不
疼了，胳膊也好使了，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在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头发花白的
秦大伯，他是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已经有
78岁的高龄。“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文艺，
年纪大了，但是舞姿不老。”老先生虽然走
路有些蹒跚，但踩起舞步，却步伐稳健。
“上了年纪，更应该加强锻炼，而跳舞是最
适合老年人的运动。现在，全民健身的风气
越来越好了，人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开放
了。”

临邑：广场舞“舞”出农民好心情

年节将至，武陟县西陶镇东滑封村已有20多年制作历史的“廉火灯笼”手工作坊一派红火。村民们加紧赶制大红灯笼，迎接新春佳节的到
来。 □新华社发

济南“文化惠民生”

系列演出启幕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3年是山东孙子研究会成立

10周年。2013年12月29日，山东孙子研究会年会
( 2013 )暨“中国梦·强军梦”学术报告会在济南举
行，《孙子千问》丛书和《中国古代心战研究文集》
首发并向部分孙子文化研究机构和院校赠送。

据介绍，《孙子千问》全书105万字，分《综
合篇》、《身世篇》、《文本篇》、《体系篇》、
《应用篇》、《影响篇》共6册，由研究会组织30
多名专家教授学者分工撰写，从普及、应用、通
俗、可读的角度，提出并回答孙子兵学的相关问题
607个。年会上，研究会向济南大学、滨州孙子研
究会、临沂大学孙子学院、济南军区编研室等18家
单位赠书。

山东孙子研究会执行会长南兵军表示，研究会
将逐步摈弃社会组织靠“吃皇粮”、靠“赞助”、
靠“化缘”维持的观念，尽快在市场的海洋里学会
经营、学会创意，一步一个脚印地按照市场规律来
运作，努力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发出“孙子”声音。

年会还邀请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第四军医大
学教授苗丹民分别作了题为《中国梦·强军梦》和《高
科技战争条件下的军事信息支援战》的学术报告。

《孙子千问》丛书

在济首发

活动名称 演出内容 时间 地点 承办单位

省

直

文

艺

院

团

新年音乐会 民族乐团音乐会 1月3日 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 山东歌舞剧院

新年晚会 综艺节目 1月4日 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 山东歌舞剧院

音乐会 交响乐团室内乐音乐会 1月10日 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 山东歌舞剧院

新年晚会 综艺节目 1月11日 山东歌舞剧院音乐厅 山东歌舞剧院

儿童剧 《海的女儿》 1月4日、5日 亲子剧场 省话剧院

儿童剧 《木偶奇遇记》 1月11日、12日 亲子剧场 省话剧院

儿童剧 《爱丽丝梦游仙境》 1月18日、19日 亲子剧场 省话剧院

儿童剧 《阿拉丁神灯》 1月25日、26日 亲子剧场 省话剧院

济

南

市

儿童剧 《卖火柴的小女孩》 1月4日 宝贝剧场 市儿童艺术剧院

儿童剧 《鬼子来了的日子》 1月5日 宝贝剧场 市儿童艺术剧院

京剧专场 京剧折子戏 1月5日、6日 山东剧院 市京剧院

儿童剧 《小红帽》 1月25日 舜耕会堂 市儿童艺术剧院

杂技剧 《粉墨》 2月1日至3日 铁路文化宫 市杂技团

杂技剧 《粉墨》 2月7日、8日 铁路文化宫 市杂技团

杂技剧 《粉墨》 2月14日、15日 铁路文化宫 市杂技团

杂技剧 《粉墨》 2月21日、22日 铁路文化宫 市杂技团

青

岛

市

京剧专场 《遇后龙袍》 1月3日 青岛大剧院 青岛京剧院

京剧专场 京剧折子戏 1月7日 京剧院小剧场 青岛京剧院

京剧专场 京剧折子戏 1月14日 京剧院小剧场 青岛京剧院

京剧专场 《龙凤呈祥》 2月5日 青岛四方剧院 青岛京剧院

京剧专场 《珠帘寨》 2月6日 青岛四方剧院 青岛京剧院

京剧专场 《对花枪》 2月7日 青岛四方剧院 青岛京剧院

京剧专场 京剧折子戏 2月14日 京剧院小剧场 青岛京剧院

文艺晚会 综艺节目 1月10日 淄博广电大剧院 市歌剧舞剧院

文艺晚会 综艺节目 1月15日 淄博广电大剧院 市歌剧舞剧院

惠民戏曲演出 《窦女》、《鸳鸯戏水》 1月11日、12日 博山原山剧场 市五音戏剧院

送戏下乡 综艺节目 2月2日至5日 市中区陈湖村 市艺术剧院

送戏下乡 戏曲 2月6日至12日 蒋庄矿 市艺术剧院

送戏下乡 综艺节目 2月13日至15日 双星集团 市艺术剧院

东

营

市

民间文艺汇演 综艺节目 1月13日至18日 黄河影剧院 市文广新局

网络春晚 综艺节目 1月19日 黄河国际会展中心 东营日报社

春节联欢晚会 综艺节目 1月22日 黄河影剧院 东营广播电视台

闹元宵文化活动 民间文艺演出 2月14日 东城府前大街 市文广新局

烟

台

市

牟平区春节联欢晚会 综艺晚会 1月9日至11日 牟平区文化中心 市歌舞剧院

欢度新春文艺演出 综艺晚会 2月5日 福山区文化广场 市歌舞剧院

元旦春节城市演出季 吕剧 2月7日 莱山清泉社区 市吕剧院

元旦春节城市演出季 吕剧 2月20日、21日 牟平区 市吕剧院

元旦春节城市演出季 吕剧 2月24日、25日 开发区 市吕剧院

元旦春节城市演出季 吕剧 2月27日、28日 福山区 市吕剧院

淄
博
市

枣
庄
市

活动名称 演出内容 时间 地点 承办单位

济

宁

市

文化惠民演出 歌舞曲艺类 1月15日、16日 市民大舞台 市艺术团

戏曲周 《抬花轿》《王华传》一本 2月1日 声远舞台 市山东梆子剧院

戏曲周 《花打朝》、《王华传》二本 2月2日 声远舞台 市山东梆子剧院

戏曲周 《穆桂英挂帅》、《王华传》 2月3日 声远舞台 市山东梆子剧院

戏曲周 《风雨情缘》梆子戏专场 2月4日 声远舞台 市山东梆子剧院

戏曲周 《哑女告状》、《卖苗郎》 2月5日 声远舞台 市山东梆子剧院

戏曲周 《金水桥》、《义烈女》 2月6日 声远舞台 市山东梆子剧院

戏曲周 《风流才子》、《五世请缨》 2月7日 声远舞台 市山东梆子剧院

杂技专场 杂技 2月1日 任城社区 市杂技演艺公司

杂技专场 杂技 2月2日 市民大舞台 市杂技演艺公司

杂技专场 杂技 2月3日 高新区绿色家园 市杂技演艺公司

杂技专场 杂技 2月4日 泗水泗河街道 市杂技演艺公司

杂技专场 杂技 2月5日、6日 市民大舞台 市杂技演艺公司

群众文艺节目汇演 综艺节目 1月15日 泰山大剧院 市文广新局

乳山市春节联欢晚会 综艺节目 1月中旬 威海科技体育馆 乳山市文广新局

莱

芜

市

元旦晚会 综艺节目 1月3日、4日 莱芜梆子剧场 莱芜梆子剧团

剧目展演 《王华买爹》 1月10日、11日 莱芜梆子剧场 莱芜梆子剧团

剧目展演 《王华下书》 1月17日 莱芜梆子剧场 莱芜梆子剧团

迎新年文艺汇演 综艺节目 1月3日 群众艺术馆 市文广新局

文化下乡 柳琴戏 2月13日至15日 罗庄区 市柳琴戏传承中心

德

州

市

杂技专场 杂技 1月4日 德城区黄河涯镇 市杂技团

杂技专场 杂技 1月5日 抬头寺 市杂技团

戏曲晚会 京剧、吕剧等 1月8日 祥云剧院 市文化中心

春节晚会 综艺节目 1月17日 祥云剧院 市文化中心

民间艺术展 秧歌、锣鼓等 2月12日 金山寺 市文化中心

京剧专场 京剧 1月至2月 全市八县（市区） 市京剧院

送戏下乡 戏曲 2月1日至6日 茌平县人民广场 茌平县京剧团

迎新春演唱会 《杨家将》 1月18日 滨州影剧院 市京剧团

精品剧目展演 戏曲 1月18日至23日 菏泽大剧院 市戏曲研究院

周末欢乐剧场 戏曲 1月1日至2月14日 梨园剧场 市戏曲研究院

泰
安
市
威
海
市

临
沂
市

2014年全省新年春节期间文艺演出活动

聊
城
市
滨
州
市
菏
泽
市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3年12月29日，山东省朗诵艺

术家协会在山东大学揭牌，1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
的朗诵爱好者参加了成立大会。

当晚，在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和山东大学艺
术学院共同主办的“风雅齐鲁”新年朗诵音乐会上，
著名朗诵艺术家虹云、薛中锐、吴俊全与协会成员、
山东大学师生一起，用充满魅力的声音传诵经典、讴
歌时代、共话梦想。该场朗诵音乐会的实况，将于近
期在山东电视台综艺频道《唱响山东》栏目播出。

据介绍，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成立后，将秉承
“诵读经典、传承文明、繁荣文化”的宗旨，把传
播中华文明经典和宣传现代文化成果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为全省广大朗诵艺术爱好者搭建一个展现才
华、交流心得、提升自我的平台。

山东省朗诵艺术家

协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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