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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4版）省里将小广场建设和扶持情况纳入对各市
文化建设目标考核任务。各市也要加强领导，强化保
障，列支专项资金，确保完成设备扶持和队伍培训任
务。

2、深入实施乡村文明行动“百镇千村”建设示范工
程,在全省集中建设50个文化特色示范镇、500个乡村文
明家园示范村(社区)。

由省文明办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通过项目化运作方式，有序组织实施，由点到线，

连线成片，全面推开，逐步解决农村现实存在的难题，
让农民群众感受到村庄实实在在的变化，推动乡村文
明行动深入开展。

3、弘扬凡人善举,在25000个村(居)建立和完善善行
义举四德榜,倡导和鼓励村居、企业、机关和学校围绕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立公民道
德档案。

由省委宣传部牵头，采取省、市、县分级负责的方
式组织实施。

我省2007年启动“四德工程”建设。今年各地结合
四德工程示范市创建，计划到年底，全省建立善行义举
四德榜要力争达到3 . 5万个，村居覆盖率50%以上，3000
万人上榜，上榜人数占人口总数的30%以上。省里今年
重点扶持3000个村；各市结合四德工程示范市建设确
定各自扶持数额，所辖县(市、区)数量超过10个的市扶
持700个村以上，所辖县(市、区)数量10个以下的市扶持
500个村以上；各县(市、区)扶持100个村以上。

4、提升国有改制文艺院团装备水平,为全省24家改
制国有文艺院团配备流动舞台车。

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组织实施。
在前两年工作基础上，今年继续为24家国有改制

文艺院团配备流动舞台车，全部完成全省百家改制国
有文艺院团配备流动舞台车任务，更好地满足国有文
艺院团演出需要，增强国有文艺院团竞争实力和服务
能力，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5、改善庄户剧团演出条件，为500个庄户剧团更新
配备演出器材。

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组织实施。
为进一步推动庄户剧团在满足基层群众文化需

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振兴地方戏曲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今年我省继续为500个庄户剧团更新配备演出器
材。在坚持重点扶持和适度倾斜的原则下，重点为承担
国家级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任务、演出条件较
差的庄户剧团配置演出器材，名额分配适度向中西部
地区倾斜。

6、开展理论政策进万家活动，组织10000场基层宣
讲，免费培训10000名基层宣讲骨干。

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市、县三级联动组织实施。
省里组织宣讲500场次，培训基层宣讲骨干500人

次；各市组织宣讲100场次，培训宣讲骨干100人次；各
县组织宣讲60场次，培训宣讲骨干60人次。

7、改善困难群众文化生活，向欠发达地区、革命老
区的10万名残疾人、困难家庭和农民工赠送数字电影
优惠卡。

由省委宣传部协调鲁信影城具体组织实施。
每张数字电影优惠卡面值40元，重点向枣庄、临

沂、德州、聊城、滨州等市倾斜，由鲁信影城给予扶持。

□ 吴可畏

音乐剧《妈妈咪呀》、《卡门》先后来山东演
出，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年仅25岁的青年教
师李鳌获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男声部第
一名，中国海洋大学音乐学院创作的《胶东韵》
获泰山文艺奖音乐类一等奖……2013年，山东
音乐“好声音”连创佳绩，无论是举行音乐演出
惠民活动，还是参加国内外乐坛重大奖项评
比，以及大型交响音乐作品创作，都谱出令人
难忘的动人华章。

新时尚：到剧场听音乐会

2013年，十艺节在山东举办，一批高规格
大剧院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营，同时一批老旧剧
院也通过重新改造升级而焕发出新的活力。硬
件设施的完善，先进演艺场馆的规模化运营，
让山东音乐惠民演出空前活跃。

省会济南为例，早在十艺节开幕前三个月，
便先后引进了音乐剧《妈妈咪呀》、《卡门》、维也
纳童声合唱团、美国杨百翰歌舞团等一批世界有
影响的剧目和团体来济献艺，第一次让省城人民
在自家门口感受到了世界音乐名剧的魅力。

随后，新建成的济南大剧院投入运行。十
艺节期间，泉城市民来到家门口的高端音乐
厅、歌剧厅，欣赏到上百场来自世界各地、全国
各省的精彩音乐剧目。

10月底，济南大剧院又引进世界四大音乐
剧之首的《猫》，进一步刺激了观众欣赏高端音
乐演出的热情。

与此同时，济南大剧院还广泛接纳丰富多

彩的群众性音乐文化活动。比如，首届西城合
唱艺术节在这里唱响，济南大学新年音乐会在
这里举办，再加上各种周末音乐讲座的公益普
及活动，都让市民切实感受到大剧院建成带来
的文化实惠。

和济南一样，全省各地的音乐文化市场，
也都随着当地大剧院或文化艺术中心的建成
使用而更加活跃。如今，去剧院或者音乐厅看
一场音乐会，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

新纪录：国内外连获大奖

2013年，山东屡屡在国内外各种重大音乐
比赛中夺冠，轰动乐坛。这些奖项中既有个人
实力的超强展示，也有团队合作的震撼迸发，
既有专业音乐层面的底蕴展示，也有群众文化
层面的时代抒发，“厚积薄发”成为山东音乐整
体水平显著提升的鲜明注脚。

6月20日至27日，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合唱团
在台湾新竹获得“第六届海峡两岸合唱比赛”
金奖第一名，这是我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次在专业层面的合唱比赛中夺魁。此前，山东
在专业合唱比赛中的最好成绩是铜奖。一家专
业音乐媒体评论道：“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合唱
团极具现场感染力，娴熟的多声部演唱和完美
的舞台展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也丰富了
合唱艺术本身，更对其约定俗成的一些古板印
象发起挑战，从而以标签化的特色和演唱风格
打动了所有评委，获得金奖实至名归。”

8月25日，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年仅25岁
的青年教师李鳌，在意大利维罗纳举办的第21
届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中获得男声部第

一名，成为继1997年我国青年歌唱家廖昌永之
后又一获此项殊荣的青年歌唱家。多明戈世界
歌剧声乐大赛是当代最具含金量的声乐赛事
之一，李鳌是进入此次比赛决赛的唯一一名中
国选手，他以一曲拉赫玛尼诺夫歌剧中的著名
咏叹调《Aleko Cavatina》征服了评委，最终拿
下男声部第一名，成为最年轻的一名获得多明
戈世界歌剧大赛冠军的中国歌唱家。

同样在8月份举办的十艺节合唱比赛中，
山东派出了4支合唱队参加比赛。最终，滨州市
群星合唱团、烟台市群众艺术馆群星合唱团斩
获了最高奖“群星奖”，其中滨州市群星合唱团
更是获得总分第一，让全国对山东音乐的合唱
实力再一次竖起了大拇指。

在10月份举行的十艺节“群星奖”音乐门
类决赛中，山东有8个作品进入决赛，最终有器
乐合奏《石韵·泰山》、鲁西南吹打乐《唱大戏》、
男声组唱《闯海人》、女声表演唱《新绣荷包》、
男声独唱《亲亲的老百姓》、鲁中南平派鼓吹乐

《赶山会》、声乐《泰山石敢当》等7个作品获得
了最高奖“群星奖”，为全国各省获奖数量之
冠。这些音乐作品，深入挖掘我省本土原生态
音乐元素，为山东民间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新作品：不同体裁

都有“亮点”
大型原创交响音乐作品，可以彰显音乐创

作、表演的综合实力。2013年，我省在歌剧、交
响合唱、协奏曲、民族管弦乐等大型音乐体裁
的创作方面，不断呈现出新亮点。

由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山东省歌舞剧院联
合出品的大型原创交响诗画《黄河入海流》，去
年1月初在山东剧院连演7场。这部大型交响作
品包含13个乐章，以交响乐队与混声合唱为主
要表现方式，以当代黄河三角洲地区治理“黄
河摆尾”这一自然灾害的过程为音乐叙事主
线，热情讴歌了人民治黄的大无畏精神，并以

“科技治水”的核心理念折射出对当下水事居
安思危的赤子情怀。

山东省歌舞剧院倾力打造的大型原创史
诗歌剧《孔子》去年7月份推出。这部四幕十一
场大型歌剧汇集了山东众多优秀歌唱家的加
盟。今年，这台歌剧将在德国现代音乐节上演，
并将在欧洲巡演两个月。

中国海洋大学音乐学院创作的二胡、琵琶
与交响乐队二重协奏曲《胶东韵》，获得第六届
泰山文艺奖音乐类一等奖，该作品以胶东地区
民间音乐为元素，多角度多元化地将胶东民间
音乐风格特色，用交响音乐民族化的手法予以
了艺术化展现，是山东近年来在协奏曲创作方
面的优秀代表之作。

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集体创作的大型民
族器乐交响音画《泰山》，获得十艺节文华剧目
奖。

此外，山东新成立的音乐社团组织也呈现
出雨后春笋般的喜人态势，济南市音协合唱联
盟、滨州市音协合唱联盟、枣庄市合唱协会、青
岛市高校音乐联盟相继成立，对推动当地的音
乐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我省的音乐理论
研究也成绩斐然，多部音乐著作、多篇音乐论
文在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奖和山东
省第七届刘勰文艺评论奖中获奖。

■文化山东·我们的音乐

那些难忘的“好声音”
去年山东屡获国内外音乐大奖，轰动乐坛

□ 刘玉堂

(下)

这个秋菊聪
慧善良、足智多
谋，比红娘还红
娘，整个借亲的
故事自此就由她
主导。如上一席
话，说得他二位

心服口服，乃由衷地感叹道，真是个好妹
妹：秋菊妹妹好心肠，穷人爱帮穷人忙，但
愿平安无风浪，相亲相爱万年长。

秋菊回到赵家，正遇程府派人送来一
帖，言程母有病，要赵家小姐过府探望，赵
氏夫妇也因女儿长相丑陋担心被程府退婚而
束手无策，遂出主意让马大保的女儿金莲顶
替其女一锭金去探望程母。马大保是赵家的
老债户，条件也是将马大保的欠债一笔勾
销，赵员外别无他法，只好答应。马大保乃
一酒鬼，一说不允，一喝就晕，最后赵员外
趁其酒醉之际，写了免去欠债、借其女相亲
的字据，摁了他的手印，让秋菊善后去了。

由马大保之女金莲扮作小姐、一锭金假
作丫环的赵家一行人，由秋菊引领，至程府
探望病人来了。两家相见，自是一番客套。
程母性急，见赵家小姐如此美貌，决定趁此
完婚。赵母不允，言道，亲家说话欠思忖，哪有
探病来完婚，门婿若有迎娶意，另选吉日送进
门。程母很霸道，老身主意已拿稳，今日定要娶
新人……三说两说，两亲家吵起来了：好说好
劝你不准，莫非你女儿不是真？你别血口来喷
人，要我看你的儿子也是个替身……秋菊遂出
来打圆场、出主意：忠言奉劝莫争论，是真是假
不难分，锡铝不能成白银，烈火之中炼真金。摆
下香案立完婚，自能辨出个假和真。谁不愿意
谁是假……一下将二位的火激起来了，豁上老
命拼上一拼。

如此情势底下，金莲和邦喜堂而皇之地
拜堂成亲了。而急于成就好事的程家公子与
赵家小姐呢？秋菊自有安排，她将三更调包
的计策跟两夫人一耳语，遂都心安理得，充
满了期待。

该剧的核心唱段，我认为是秋菊从“一
更”唱到“五更”的一段：风送谯楼一更
天，表哥表姐婚巧成，今夜若有风浪起，稳
驾帆蓬巧借风。又听谯楼把二更打，不由秋

菊我笑哈哈，红烛亚赛那宝莲灯，吓得他两
家滚的滚来爬的爬。癞蛤蟆想把那天鹅嫁，
我叫他小丑配个母夜叉。夜半三更眼看到，
我叫他蜜桃烂杏各归各的家。三更更鼓耳边
送，提起精神巧用兵。赵程两家不高兴，我叫他
真假各西东。此时赵家之女一锭金和程家之子
孝金急不可耐地如约先后赶到，统领全局又明
察秋毫的秋菊又分别针对他们猴急、喜欢动手
动脚之类的特点交待一通，遂将他们领到另外
的洞房里了。之后又唱：打罢四更月西下，今日
里桃李分两家，有心栽花花无朵，无心插柳柳
成芽。五更打罢天破晓，真假分清在今朝。眼看
又有一场闹，他使剑来我对刀。

该段唱腔优美，十分的悦耳，但又为何
不如“马大保喝醉了酒”著名？这里面就牵
扯到一个名段要有名家唱，名家要有自己代
表作的问题了，如同一提《天仙配》就想到
严凤英，一提《秦香莲》就想到小白玉霜，
一提《李二嫂改嫁》就想到郎咸芬一样。你
将主角换来换去，永远形不成他自己的代表
作，而只是处在一个“演过”的位置，作品
与演员都很难打知名度的——— 当然这只是我
一个外行人的看法。

待真相大白，程赵二家只在真假的问题

上较劲，却忽略了始作俑者。两家吵着要打
官司，秋菊又出来打圆场：不要吵，不要
争，这样婚配正相应，您两家早把亲事定，
明媒正娶婚已成。依我看呐，你两家早把字
据定，白纸黑字写得清，倒不如将计就计随
它去，也免得鸡飞蛋打一场空。如此一来，
皆大欢喜。众人齐唱：穷配穷，有配有，俊
配俊来丑配丑，有理不怕天下走，无理寸步
也难行。

找人代替相亲的故事，并不鲜见，我们
在别的剧种和剧目中，都似曾相识。但为何此
剧仍然大受欢迎？一是这个“穷配穷，有配有，
俊配俊来丑配丑。”符合一般百姓特别是农村
观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二是包括该剧在内的

“三借”都给人以温馨之感，那种亲情与爱情的
温馨。你瞧马大保父女之间，王汉喜与爱姐、王
定保与春兰之间，或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或矢
志不渝、相亲相爱，让人看了心里很熨帖、很温
暖。三是故事的结局都不错，要么成正果、要么
大团圆，各得其所。

另外“三借”的语言都比较讲究，既地
域化、生活化，又不粗糙或粗俗，称其为传
统吕剧的经典，或地域文化的精华，名副其
实。

欢欢喜喜巧《借亲》

16件实事

件件关民生暖民心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李东乾 李志强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利津县津苑社区活跃着一
支由京剧爱好者组成的戏曲队，每逢周三，戏
曲队都要在社区“津苑剧社”上演一堂“梨园
春”。担任戏曲队“班长”兼队长10多年的崔洪
宾说，戏曲队不仅活跃了文化生活，还成为大
家沟通交流的文化园地。

津苑社区戏曲队现有成员52人，个个都是
县老年大学学员。

利津县老年大学刚成立时，就组建了戏曲
班。刚开始只有十几个人，都是一些京剧爱好
者，聚在一起学习交流都是出于自娱自乐。如
今，行当齐全，队员众多，不光清唱还能彩唱。
整个戏曲队文武场乐队有14人，演员30多人。

崔洪宾说，他刚到县老年大学戏曲班时连
二胡都拉不响，只是喜欢听戏而已。“没想到这
些年来真学了不少东西，如今，文场、武场的伴
奏都很娴熟了。”

戏曲队已经有不少队员在省市组织文艺
汇演中获奖。已故队员马希坤曾在山东好戏连
台戏曲比赛中夺得冠军，深受中国戏剧家协会
主席尚长荣称赞。今年68岁的薄泽荣曾在全省
文艺汇演中获得铜奖。

戏曲队每逢重要节日都开展义务演出活
动，每年义务送戏演出20余场。76岁的田守
岭是一名专业出身的队员。作为土生土长的
利津人，他在沾化京剧团退休后，到利津县
老年大学戏曲班义务当起了老师。

老年大学戏曲班每周只有周一和周五两
天上课，这对戏曲队队员来说“根本不过
瘾”。一些铁杆队员就把自己家办成了小剧
院，成为县老年大学的“第二戏曲课堂”。
副班长扈学让就是其中一个，他家里文场武
场乐器一应俱全，光京胡有十几把，各类乐
器30多件，本人更是样样精通。

戏曲队员自己喜欢的选段唱熟练了后，
要想登台表演先要“上弦”磨合，就是与琴师配
合练习。因此，每逢周二、周四、周六，大家基本
就是不请自来，渐渐就成了惯例。经过反复练

习，大家的演唱水平都明显提高，不少菜鸟级
队员，通过在他家里磨合练习成长为戏曲队的
骨干。他家也成了远近有名的戏园子，到了点

就有不少周边群众前去听戏。
崔洪宾说，戏曲队早已成为队员们的精神

家园，哪家有事这些老人们基本都是倾巢出

动。有位队员不幸老年丧子，一度失去生活信
心，正是在队员们长期轮流抚慰下才重拾生活
信心，并回到大家庭。

利津：社区戏曲队唱响“夕阳红”

2月20日，省政协组织省政协委员艺术团部分文艺界委员，来到省政协机关选派“第一书记”任职村所在地——— 郯城县泉源源乡，开展送文
化进乡村文艺演出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免费乐享“文化大餐”。 □高元 报道

2月21日，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小武穴村村民在
高兴地安装健身器材。目前，全镇32个行政村全部建
有健身娱乐场所，村民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强身健体，
乐享文化生活。

□甄再斌 报道

□通讯员 王玉磊 吕爽 报道
本报武城讯 元宵节民间文艺展演的锣鼓声似乎

仍在耳边，迎接“二月二，龙抬头”的文化活动已经
开始筹备了。“架鼓表演开始了，赶快出门儿。”2
月22日，听到咚咚咚的锣鼓声，老城镇东屯村村民王
宝富第一时间来到村里的文化大院。“过去，农忙大
家干活睡觉、农闲大家打牌喝酒。如今，有了文化大
院，生活充实多了。”

东屯村党支部书记孙太忠说：“自打建起了文化
大院，村里打麻将的几乎绝迹了，表演的人满足于兴
趣爱好，看的人也得到了乐趣。 ”

现在，全县8个镇街、189个农村社区都建起了文
化大院。通过这个舞台，群众从观众变成演员，活跃了
文化生活；在这个舞台上，基层文艺组织从“配角”变成

“主角”，老百姓在自娱自乐中尽享文化大餐。仅春节期
间，武城县就组织文化活动20余场次、乡村级文化活动
百余场次，文化暖冬着实乐了武城40万群众。

武城：农村文艺

农民唱主角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王继林 报道
本报青州讯 2月21日至23日，“2014孝行天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企业家交流会”在青州举办，青州孝
行天下协会同时揭牌。此次交流会由中华孝道促进
会、青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等联合举办，内容为
“以德治企——— 传统文化成就幸福企业”。

近年来，青州市坚持以孝治市，以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为切入点，把孝德贯穿于治市、治镇、治村、治
家之中，社会正能量被充分激发，自觉遵守社会公
德、恪守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锤炼个人品德，
在青州蔚然成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企业家交流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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