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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王新杰

“李清照穿线”、“唐赛儿跨马”、“毽穿云门
洞”……2月12日早上，青州市宋城非遗文化一
条街，73岁的青州花毽第三代传承人李贤臣来
到这里，他的女儿李红和大徒弟马强早已拉开
架势踢起来了，一个个高难度动作引来观众阵
阵喝彩。

就在几年前，青州花毽还是一项濒临失传
的文化遗产。“我们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组
织满族八角鼓、青州花毽等17个非遗项目及80
多名非遗传承人在宋城非遗文化展示一条街
上为市民免费表演，为非遗保护搭建了一个重
要的平台。”

青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凌云说，“在非
遗保护中，青州探索形成了‘一个中心、三支队
伍、五个平台’的保护模式，全市非遗保护工作
进入了科学规范发展的轨道。”

一个中心———

确保“有人有钱办实事”
“青州花毽现在是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

我们在这里免费表演，既为了锻炼身体，也为
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踢花毽队伍中来。”李贤臣
表示，为挽救这项“遗产”，青州把花毽表演纳
入了非遗艺术团，专门成立了花毽协会，目前
全市爱好者已经数以万计。

作为古九州之一，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丰富，尤其是一些老传统、老技艺流传很
多，但现在已多有遗失，非遗保护面临“没人办
事，没钱办事”的窘境。

于是，在2007年，青州市在全省创新成立
了第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遗保护工作
机构“非遗保护中心”，为市政府直属正科级事
业单位，并根据业务需要配备了17名工作人
员，每年专项保护经费120万元，如有濒危项目
需要保护时实行“财政一事一议”。

同时，青州市想方设法强化非遗项目的自
身造血功能，大力鼓励生产性经营，在宋城非
遗一条街现场制作的泥塑、剪纸、花毽等手工
艺品成了游客的抢手货，青州剪刀、青州府花
边大套都已经实现了企业化经营，真正实现非
遗文化的活态传承。

目前，青州花毽成功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
遗保护名录，撂棒槌、青州挫琴、满族八角鼓、
青州石砌房营造技艺等5项被列为省级非遗保
护项目，还有潍坊市级非遗项目29项。另外，青
州拥有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人、潍坊市级8
人、青州市级97人。

三支队伍———

实现政府专家与群众联动
在非遗文化一条街上，一位民间艺人正在

演奏的一把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琴身呈半圆
筒形，琴师将琴抱在怀里，右手“执弓寻弦”，左
手腕时而转动，一曲优美的《鸳鸯扣》从琴弦指

尖流淌出来。这种琴是“青州挫琴”，被称为拉
弦乐器中的“活化石”。

据介绍，挫琴是古时“筑”的后代，是一种
在中国古代乐器史上已经濒临消失的乐器。它
的出现，使中国拉弦乐器的历史比西方早了
1500年。而挫琴的再次奏响，离不开青州市非
遗保护的一支“专家队伍”，离不开政府、专家、
群众之间的联动。

早在2008年，青州市从山东大学、山东艺
术学院、山东轻工业学院、山东体育学院、山东
民俗学会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聘请了16名相关
专家，组成了青州市非遗保护的专家库，切实
帮助解决非遗保护工作中遇到的专业性、技术
性问题。

此外，青州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28名非
遗调研员，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收集、
普查、整理资料，制定保护规划。截至目前，他
们深入一线，提供了200多条有价值的线索或
资料，提出了60余条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制
定非遗保护规划达27项之多。

2008年9月，青州市还招募组建了一支50
人的非遗保护志愿者队伍。这些来自乡镇、街
道、社区、学校的志愿者，在本职工作之外主动
参加社会宣传、项目调查、资料收集、抢救保护
等工作达70多项，在非遗保护中起到了生力军
的作用。

五个平台———

多元化手段进行保护传承

2月12日早上9点多，非遗文化一条街上陆
陆续续地来了满族八角鼓、青州挫琴、山东快
书等十几个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瞬间热闹
了起来。

在山东快书展台前，71岁的老艺人李艺正
在表演《武松打虎》，幽默风趣的语言不时逗得
众人哈哈大笑。他从13岁开始学习山东快书，
但近年来很少有年轻人听了。“来非遗一条街
快半年了，收了不少徒弟了，但要说好的话还
得两三年的时间。”李艺说。

成立非遗艺术团进行展演，这只是青州市
搭建的五个非遗保护“平台”中的一个。青州市
还设立了1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建成了
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村井塘古村，建立了
全省第一家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青州非
遗博物馆，建立了青州市非遗博览园等四个“平
台”，运用多元化手段对非遗进行保护与传承。

据了解，仅展演一项，青州市每年就拨付
经费200万元，保证非遗表演者每月至少有
1500元补贴。高凌云表示，“让非遗走上街头进
行宣传展演，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
活，而且使更多的人了解非遗项目，自觉地去
传承保护这些祖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

自展演以来，青州挫琴、满族八角鼓等
非遗项目新接纳传承人200多名。青州市文
化馆副馆长李江涛表示，“原先这些老艺人
大都没有经济收入，家人也不支持，传统技
艺面临后继无人的状况，但现在老艺人的积
极性大大提高，非遗项目也得到了很好的传
承。”

■首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系列报道

青州创新“一个中心、三支队伍、五个平台”非遗保护模式

“非遗”一条街，演活众绝活

□ 本报记者 于晓波

在首届泰山文艺奖的颁奖现场，杨洛书领
取了荣获一等奖的证书和奖金。获奖的潍坊市
寒亭区西杨家埠的杨洛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
曾经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并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杨老先生国内开班传艺，国外的人也慕名而来
学艺。但是，有一段时间，其孙子看到老人很受
苦，宁可跑运输，也不愿意做年画。导致自家无
人可传的困境。

“其实我的孩子都会做年画，只是不愿意
再继续做，真怕有一天我家的手艺要丢了啊！”
杨老先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年画，学习年
画，让杨家埠的年画代代传承。

无独有偶，淄博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乃
藻老先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他的技艺随着他退
休，传承人的技艺相差甚远，淄博陶瓷的雨点
釉等绝技面临失传。

有相同际遇的民间工艺大师，何止他们两

人？
非遗活态保护，拯救大师们的绝技，成为

保护各类非遗传承的核心与关键问题。对此，
省文化厅等单位费尽心思。姜慧说：“我省剪
纸、诸城派古琴、皮影戏被联合国科教文卫组
织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全
省共有国家级名录153项，名列全国第二位。自
今年起，每5年在全省开展一次非遗普查活动，
重点对全省新发现的非遗线索和项目进行整
理、归档和抢救性、数字化保护。”

地方戏是非遗保护的重点，如何提升地方
戏的生存能力，让大师们的绝技代代相传。一
个可行的路径是谋求发展，培育市场。省文化
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处长姜慧说，我们将
围绕立法作为突破口，加大生产性保护的力
度，尝试推进商业开发。从根本上克服重申报，
轻保护的做法。这是大师们绝技传承的关键。

为抢救大师绝技，省文化厅进一步完善四
级名录体系，做好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推
荐工作；启动并实施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完善省级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培养、支持、管理措

施。积极组织我省非遗传承人参加各类展演展
示。泰山皮影戏等100多个珍贵、濒危、具有重
要价值的非遗项目得到有效抢救与保护。烟台
剪纸、沾化渔鼓戏等210多个项目恢复或重建
剧团和传习所，获得新的生机。

据调查，全省评选省级示范基地13个，共
有以非物质文化项目为依托的企业和经营业
户35630个；年收入157 . 89亿元，利税22 . 76亿元，
从业人员105万人。

2014年，我省将举办第三届中国非遗博览
会，目前，我省积极做好各项筹备和承办工作。
届时，大师们以之为舞台，一展绝技。

同时，省文化厅继续完善、提升省文化馆
非遗展厅内容，将其打造成全省非遗保护成果
展示的窗口。组织评审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览园，指导全省各地已有、新建的非遗博物馆、
传习所发挥好服务功能。

目前，我省现有国家级传承人60名，省级
传承人262名，市级传承人1460名，县级传承人
3821名。在建立和推进传承机制建设过程中，
我省建立了传承人动态管理制度，2012年至
2013年连续两年实施了“扶持1000位非遗传承

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工程，对省级传承人全
部培训一遍，鼓励传承人收徒传艺，并为其
创造有利条件，全省各级代表性传承人共收
徒12390名。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进社区、
进广场、进军营、进企业等，全省有2300万
人次直接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传
承活动，营造全民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浓厚氛围。

我省加强非遗文化队伍建设。为防止出现
大师们“人亡艺绝”的现象，我省加紧推进国家
级抢救工程，“三大秧歌”音像材料将完整地保
护下来，用专业经费专门支持地方剧和戏的抢
救性保护。

让非遗传承进校园，地方戏是重点。戏剧
团的技艺全靠口传心授。把收徒传艺作为传承
大师们传承的基础项目。每年拿出经费6000万
元来扶持。以活态保护留存文化院团大师的绝
技。

今年，我省将实施好“扶持百个非遗生产
性项目，继续扶持1000位非遗传承人、民间艺
人收徒传艺”工程，并积极推动《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早日出台。

■城镇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下）

让大师们的绝技代代相传
加大生产性保护力度，尝试推进商业开发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钟文峰

“马大保喝醉了酒忙把家还，只觉得天
也转来地也转……”2月15日，正月十六，在
广饶县丁庄镇三岔村帆布搭起的简易戏台
上，镇吕剧协会的演员们正在表演传统吕剧
《借亲》选段。台上，演员们唱得有板有
眼、字正腔圆，深深地吸引了台下的观众。

这个吕剧协会的发起人名叫缪金民。2011
年6月，爱好吕剧的他倡导成立了丁庄镇吕剧
协会。目前，丁庄镇吕剧协会现有会员几十人，
年龄最小的33岁，年龄最大的74岁，60岁以上
的占大多数。更重要的是，协会吸引了更多的
年轻人加入，继续把吕剧传承下去。

“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好了，农民对文
化的需求也很迫切，别看我们只是乡村水
平，可就算是唱跑调，老百姓照样乐意听，
要的就是个气氛。”缪金民说。

“这两年，村里结婚的多，都是我们去
唱的，有时候是人家请，有时候是不请自
去，偶尔也会到小学给孩子们演唱，反响还
不错。”缪金民表示，协会已经计划再过两
天，等到天气暖和点的时候，就到镇上的敬
老院去演上一场，让老人们也开心开心。

“唱戏就是讲道理，每出戏都有道
理。”除了老人们喜欢的传统戏曲，吕剧协
会还创作了《谁不说俺广饶好》等现代吕
剧，唱出乡村新变化，唱出农民新生活，深
受基层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就是凭着几件简单的乐器，一群爱好吕剧
的农民，一支支“庄户剧团”成立了。如今，在广
饶，像这样自发组织起来的业余庄户剧团有80
多支。因为表演形式丰富、节目内容新颖，每逢
农闲时节、传统节日，总少不了这些庄户剧团
的身影。为扶持庄户剧团的发展壮大，自2010
年开始，广饶县将扶持庄户剧团发展列入县
里的惠民实事，县、乡两级财政拿出专项资
金，帮助配套服装、道具、音响和发放演出

补贴等，鼓励这些艺术团队在本村以及周边
的乡镇演出，取得了成效。

“庄户剧团虽小，却以生动活泼的形式

传播文明新风，在宣传中央政策、促进农村
文化发展上派上了大用场。”广饶县文广新
局局长李军章说：“只有民间剧团火起来

了，把群众身边的事儿、生活中的事儿搬上
舞台，老百姓才愿意看，基层文化才有持久
影响力。”

广饶：庄户“小剧团”传播正能量

2月25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
了2014年山东省“文化惠民、服务群众”16件实事，
其中，转入常态化的9件，重点推进的7件。省委宣传
部、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等单位
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16件实事的主要内容、实施方
式、工作要求等。可以说，16件实事，件件顺民意，
关民生，暖民心。

一、转入常态化的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9件实事
1、扩大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和

美术馆免费开放服务范围。
由省文化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充分发挥十艺节的后续带动作用，按照建设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继续深化“五馆一站”
免费开放成果，立足实际，因地制宜，不断扩大免费开
放服务范围，强化对老年人、少年儿童、农民工和残疾
人的服务，实现文化产品提供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不
断拓展服务领域，打造一批新的服务品牌和活动项目。
省里按照免费开放资金绩效考评办法进行考评，将考
评结果作为奖补的重要依据。

2、发挥农村文化设施作用，对10000家农村文化
大院(综合文化中心)进行优化升级。

由省文化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采取省、市、县三级分级负责的方式进行，以此带

动全省基层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再上新台阶。省里负责
扶持优化升级500个村文化大院(不含青岛)；各市原则
上优化提升任务不低于70个，市级共优化提升1100个；
各县原则上优化提升任务不低于60个，县级共优化提
升8400个。省里将文化大院优化提升情况纳入对各市、
县文化建设目标考核任务，对由省扶持优化的村文化
大院，实行以奖代补。各市、县也要加强领导，强化保
障，列支专项资金，确保完成优化提升任务。

3、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扶持30个省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改陈布展。

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扶持30个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改陈布展，进一步提升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教育和服务功能，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人、引
导人、陶冶人的重要作用。

4、丰富农村少儿课外活动场所，为180所乡镇中
心学校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

由省文明办会同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组织实施。
在去年实现全省乡镇中心学校全覆盖的基础上，

今年省里统筹协调新建180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同时，
启动项目储备制度，进一步规范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思想道德建设
阵地、技能培训平台和社会实践基地的重要作用，促进
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5、实施农家书屋提升工程，为全省农家书屋补
充更新出版物。

由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组
织实施。

《中央补助地方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农家书屋出版物按照每村每年2000元的
标准进行补充更新。中央和省财政通过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资金(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给予一定补
助，其中20%用于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其余配
套资金由各市确定市、县财政分担比例，并确保配套
资金足额落实。

6、传承优秀文化，继续扶持1000位“非遗”传
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艺”。

由省文化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省里加强督导，严格落实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每

人每年10000元，省级传承人每人每年6000元的标准给
予传习活动补助政策；组织举办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类项目师徒传承成果汇报演出，各市、县也结合自身
特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师徒传承成果展演活动，
同时各级针对性地组织开展非遗业务知识培训传承活
动。

7、实施农村电影数字放映工程，为全省每个行
政村每月放映一场公益电影。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牵头实施。
加强对公益电影放映的监管，积极落实放映任

务，开展放映跟踪服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全省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数字设备进行检查，对一线放映服务
人员进行放映技术培训，提高放映服务水平。

8、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
农村(社区)免费送戏10000场。

由省文化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以政府为主导，发挥各级财政引领作用，鼓励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以灵活多样
的组织形式，完成免费送戏任务。按照省、市、县分级负
责的原则，省级财政负责落实省直院团演出补助，市、
县两级分别负责本级院团及其它各类社会演出团体演
出补贴，力争建立持续、稳定的保障机制。省里统一调
度督查，并将送戏下乡任务作为对各地文化建设总体
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9、关心爱护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为10000名全
省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免费提供一次健康查体。

由各级党委宣传部牵头，采取省、市、县分级负
责的方式，分期分批组织实施。

省级以上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查体经费由省级财
政安排资金解决；市级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健康查体
经费由市级财政安排资金解决；县级道德模范和先进
典型健康查体经费由县(市、区)级财政安排资金解
决。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崇尚、关爱、学习、争当道
德模范和先进典型的浓厚氛围，推动形成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风尚。

二、重点推进的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7件实事
1、活跃基层文化活动，推进、引导、规范村居

广场文化建设，为全省30000个村(居)广场舞蹈队配备
便携式移动音响和道德舞曲，免费培训30000名文化
广场舞翎(广场舞指导员)。

由省文化厅会同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组织实
施。

采取省、市、县三级分级负责的方式进行。省里
负责培训舞蹈人员，新创作广场舞作品，发放一批道
德舞曲，并为6000个各地涌现出的优秀小广场配备拉
杆音箱(共计500万元，不含青岛)；各市原则上配备音
响不低于300个，市级共扶持5100个。培训人员400
名，市级共培训6800名；各县原则上配备音响不低于
140个，县级共19600个，培训人员170名，县级共
24000名。 (下转15版）

16件实事

件件关民生暖民心

2月22日，十艺节参评剧目、吕剧《李二嫂的新故事》在济南历山剧院上演。该剧关注当前农村养老、留守儿童等社会热点问问题，受到
观众好评。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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