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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聚焦焦民民生生实实事事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2月7日，周六，晚7点，“周末群众大舞
台”京剧专场在寿光市文化中心拉开帷幕。美
林花园居民宋雅丽7：06赶到，瞅了瞅没有空
位，就站在观众席最后面观看演出。“我几乎
每场都过来看，很热闹，最难得的是每周都
有，还是免费的。”宋雅丽告诉记者。

“寿光打造的文化平台是覆盖全域的、立
体的、多层次的。”寿光市委宣传部文化科的
朱金华说，依托覆盖城乡的文化网络，为百姓
端上一道道“文化大餐”。与此同时，在政府
的鼓励下，寿光民众积极参与到各种文化创作
活动中，让“文化寿光”真正落地生根。

楹联村对联，皆为村民原创

2月9日，距离羊年春节还有10天，记者来到
圣城街道杨家村，看到许多人家门前挂着做工
精细的木刻对联。村民孙文国家的门前挂着一
副红底金字的木刻对联，内容是：“圆千年梦锦
上添花花似锦，绘四化图诗中有画画如诗”。

孙文国告诉记者：“这都是我们村民自己
想出来、写出来，村里又找木工师傅雕刻出来
的。这副木刻对联是村里免费送给我的，今年
春节只要再刷一遍漆就行。”

在杨家村委大院诗联书法创作室里，孙守
强正忙着创作，而孙守吉正在用毛笔书写孙守
强刚刚创作的春联。一会工夫，一副春联写
成，是“喜禄寿福花似锦，诗联书画墨如
金”，旁边还放着一副写好的春联“改革育就
强国蕾，开放培出盛世花”。

孙守强是杨家村的老党支部支书，现为中
国楹联协会会员。据孙守强介绍，杨家村有270
户人家，家家户户都会写对联，仅寿光楹联协会
会员就有二三十人。2008年12月，杨家村被潍坊
市楹联艺术家协会命名为楹联文化专业村。

杨家楹联文化村由圣城街道和村集体共同
出资建成，核心景点包括楹联文化苑、爱国诗
词长廊、孝道文化长廊。

村委大楼的楼梯两侧和甬道走廊被设定为
名联文化走廊，主要展示了古今名人创作的对
联佳作。村委大院南侧的楹联文化历史墙，则详
细记载了楹联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秧歌队有了原创歌曲

“菜乡美，弥水长，美丽的侯三村是我家
乡，村两委带领我们走上致富路，咱大家共同
奔小康。喝一口甘甜的自来水，好一个透心
凉……”这是侯镇侯镇村73岁的李兴和创作的
侯三村村歌《希望就在咱村庄》。

李兴和是一名退休教师，曾给业余剧团多
次谱曲，还做过业余剧团的导演。2007年，一
位带领大家扭秧歌的乡亲对他说：“李老师，
我们这个秧歌队跳舞时用的都是别人的伴奏
带，没有自己的原创歌曲，你能不能为我们作
首反映咱们自己生活面貌的歌曲，增加一下喜
庆气氛？”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李兴和作了一首《秧
歌队之歌》：“吉庆的锣鼓，敲呀敲起来。喜
乐的秧歌，扭呀扭起来……”

谱好词曲后，李兴和开始教秧歌队的成员
们试唱，没想到，通俗的曲风很受欢迎。一个
月后，他又应邀作了第二支歌曲《贺禧》。
“《贺禧》的曲调十分喜庆，秧歌队给办婚事
的人表演时，有的主家听了一遍没听够，要求
我们再唱一遍。听到主家说这话，我们心里比
吃了蜜还甜。”李兴和说。

有了原创歌曲后，秧歌队的表演越来越受
欢迎，连续3年参加侯镇文化艺术节。其中，
快板书《夸媳妇》在2011年寿光“文明之夏”
广场系列文化活动中获优秀节目一等奖。

李兴和说：“只要老百姓愿意唱，我就愿
意写，而且统统是免费的。”每创作一首曲
子，李兴和自己先试唱，然后带着老伴孔素兰
一起唱。等两人唱熟了，再教周围秧歌舞蹈队
的人一起唱。李兴和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只有你乐我乐大家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到目前，李兴和已经创作了30多首文艺作
品，既有反映当地历史文化的《英雄赵寄
舟》、《源茂酒歌》，也有反映新农村面貌的
《五个闺女来看娘》、《歌唱咱们侯镇新面
貌》、《夸媳妇》、《幸福侯镇》等。

“田秀才”自编专业书刊

2月5日10点，文家街道菜都社区居民桑新
江正在社区中心阅览室看书。“能了解到很多
种植新知识呢。前几年发展无公害韭菜时，肥
料怎么施，病虫害怎么治，都是从这里借书学
习的。”桑新江告诉记者。

按照“就近、便捷、灵活、实用”的原
则，在村委办公场所和文化大院建设农家书屋
基础上，寿光创新推广了多种农家书屋建设新
模式，努力做到“农民需要建在哪里，农家书
屋就建在哪里”。

依托寿光市图书馆，寿光在11个镇(街)建
设了高标准农家书屋，每个书屋配备2万至4万
册图书，部分条件好的镇(街)、村(社区)农家
书屋图书甚至达到了5万册以上，并与寿光市
图书馆联网，实现了通借通还、一卡式服务。
同时，有关部门还专门配备了一辆图书调配
车，对农家书屋的图书定期轮换，资源共享。

寿光每年都组织当地“土专家”、“田秀
才”，有针对性地编写各类专业技术书刊，定
向配送到书屋。目前，寿光已编辑出版了《跟
王乐义学种大棚菜》、《寿光棚室蔬菜生产实
用新技术》等专业技术书刊20多种1万多册。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2月6日下午，寿光市古城街道野虎村村
委大院，18位村军乐队成员，身着军装，手
持大号、小号、萨克斯等乐器，正在排练村
歌《在那龙腾虎跃的地方》，准备上村里的
春晚。

乐队成员32岁的张树磊告诉记者：“以
前的乐趣就是看个电视，上上网，再不就是
聚在一起打扑克牌。现在我喜欢吹长号，别
人见了我，都问我能吹几首曲子。”

张树磊种着两个西红柿大棚，年收入10
万多元，却对音乐一窍不通。2013年7月，寿
光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专门带着乐器，到野虎
村给军乐队和舞蹈队上“小课”，张树磊才
弄明白怎么吹了。

野虎村村主任刘冠福说，像张树磊这样
玩着大棚还积极参加村里文化活动的不下百
人。

政府配器材，庄户剧团升级

“红红的日子哟越过越好，红红的烛花
摇啊摇。”2月5日晚上，田柳镇群艺庄户剧
团的排演厅里，数十位身穿大花裙的人正随
着旋律跳舞。

“自成立庄户剧团以来，俺的生活更加
精彩了，每天做饭的时候也会哼上两句。”
田柳镇东头村43岁的李永存说。

刚组织庄户剧团时，李永存就报了名。
现在，群艺庄户剧团已发展到30余人，剧团
也从原来的混合型剧团分成一个综艺剧团和
一个古装剧团。

群艺庄户剧团团长王光秀说：“我们剧
团成立时间久，演出器材、道具有些陈旧，正在
发愁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时，市里给剧团配备了
全套的音响器材，包括调音台、全频音箱、
DVD播放机、灯泡等14件音响和灯光设备。这
些设备，可以满足剧团进行小型演出了。”

纪台镇张家楼子村的张希凤认为，配备
上器材后，庄户剧团“升级”了，以后可以

把更多更好的节目带给村民。
2014年，寿光启动了“文化惠民进千

村，服务群众乐万家”活动，为包括群艺庄
户剧团在内的全市各村居的文艺队伍配发了
价值100万元的文化器材。

“以前我们村的音箱都是电脑上的小音
箱，效果不行，也影响了村民的积极性。现
在政府给文艺队配上了新的文化器材，大家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农闲时候村里天天有文
艺表演。”稻田镇南齐村支书夏德兴说。

只要有才艺，都可秀一把

“去年3月，知道要举行首届广场舞大赛
后，我们村文艺队开始着手选歌编舞。经过
培训、初赛、复赛多个环节，我们最后冲进
决赛。”营里镇西浊北村艺术队队员于宗芳
说，复赛时她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那几
天正好赶上收割麦子，可大家依然热情高
涨，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坚持到村委大院
集合练舞。

“2009年我开始担任村艺术队队长，最
近几年经常参加比赛，也抱回了不少证书、
奖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村民们开始自发
搞文艺，这次大赛我们村有两支文艺队入
选。”西浊北村的刘象国说。

村民冯秀花告诉记者，舞蹈队12个人，
最小的19岁，最大的51岁。麦收时很忙，但
家里人都很支持，说“比赛第一，干活第
二”。最终，他们获得二等奖。

于宗芳认为，有没有奖杯没关系，跳的
是快乐心情和幸福生活。

古城街道戴家村的舞狮队每年都参与寿
光菜博会的演出活动。戴家舞狮兴起于清朝
初期，经过几辈人的心口相传，现如今已成
为丰富村民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继续发扬传统艺术，推陈出新。”
戴家舞狮队主力成员王志国称。

自2012年以来，寿光连续3年组织开展了
以千村文艺竞赛、百场公益巡演等为主要内
容的群众文艺大汇演、群众文化艺术节等活
动。让老百姓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何

种才能都能在舞台上一展身手，共享文化惠
民成果。

农民有了自己的艺术家

去年的侯镇文化艺术节，有2000多人报
名，共计280个节目，演出时间持续一周。羊
口镇首届广场舞大赛，有25支风格迥异的舞
蹈队参赛。营里镇艺术节，50个村有46支文
艺队参加演出。稻田镇2014年文明之夏专
场，有80多个村参演。台头镇文化艺术节把
舞台搬到群众家门口，分别在镇区、三座
楼、邢西等村组织专场演出。寿光的群众文
化已经“火”了起来。

“为了弘扬文化魅力，营造育人氛围，
我们已连续4年举办群众文化艺术节。”古城
街道党工委的王艺霖说，群众创作的《古城
美》、《野虎我可爱的故乡》、《北孙云子

我的家》等多首原创歌曲相继问世，《守
候》、《红娘》、《泰山石刻》、《在国旗
下成长》等6部微电影完成，提升了古城街道
的文化影响力。

近年来，台头镇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
动，在摄影、书法、绘画等方面，培育了30
多位特色鲜明的优秀文化人才。如农村摄影
人才刘忠、刘媛，农村绘画人才任廷仲、郑
振国，书法爱好者隋德龙、郑国令，农民诗
人王蜚声等。他们的作品先后多次在全国大
赛中获奖。

去年10月下旬，台头镇刘家河头村村民
刘忠在村委大院的墙上办起了家乡情《农民
肖像》摄影展。100多幅人物肖像全部是本村
的村民。这是刘忠在重阳节期间免费给村里
老年人拍摄的，展出结束后，他将把这些照
片全部赠送给父老乡亲。

“我想拍出新时代农民的形象，也让大
家看看自己上照片是什么样的。”刘忠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朱小倩

2月8日晚7点，虽然寒气逼人，寿光市台
头镇三座楼村广场上却挤满了人。彩扇飞
舞，曲乐声、欢笑声，充满全村。

“每天晚上，广场上都有七八十人唱歌
跳舞，排练节目，还有人拉二胡唱京剧。去
年，我们自己创作的村歌《锦绣三楼好家
乡》在全市拿了一等奖。”三座楼村妇女主
任杨玉英说。

这里原是一处废弃的厂房，曾有人打算
用30万元买下来搞建设。但三座楼村没卖，
而是投资20多万元，进行了高标准硬化、亮
化，又配套了健身器材，打造成设施齐全的
文化活动阵地。

“文化活动让人精神好，东家长西家短
的闲言碎语少了，邻里间和睦相处的多
了。”三座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瑞祥说。

三座楼，只是寿光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
一个缩影。2014年，寿光新建100处村级标准
化文体广场，培训1000名基层文艺带头人，
为100个庄户剧团配备了器材。

近年来，寿光坚持“群众路线”与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相结合，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均等化，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市、山东文化
强省建设先进县（市、区）称号，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覆盖率连续3年居全省首位。

村村都有演出器材

2月6日下午，古城街道野虎村村委办公室
传出悠长的萨克斯声，村主任刘冠福的一首

《回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种植西红柿大棚的
村民吹起萨克斯，让野虎村在寿光出了名。“文
艺活动村村搞，除了秧歌是舞蹈。”于是，野虎
村党支部书记张树铭创建了军乐团。

在纪台镇黄孟村，每天晚上7点，付文荣
都准时拉着行李箱大小的黑色音响来到村
委，安静的村子顿时热闹起来，大家随着音
乐跳起舞。“以前总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跳
不好，怕村民们笑话。现在政府给我们发了
音响器材，鼓励开展文艺活动，大家跳得有
信心了。”付文荣说。

这样的音响，寿光村村都有。2013年4
月，寿光为全市975个行政村和13个城市社区
的988支文艺队伍免费配发音响。去年，寿光
又为100支百佳庄户剧团配发了演出器材。

怡馨苑社区61岁的单秀华每天都去向阳
社区老年活动中心跳舞。“市文化馆的专业
老师教我们，有时还会遇到济南的舞蹈专
家。”单秀华说，“以前是自己瞎跳，脚提
不起来，也没有舞蹈的味道，现在掌握技巧

了。”在这里，她学会了《中国范》、《春
天芭蕾》、《牵着妈妈的手》等舞蹈。

2013年以来，寿光开展“双百双千”文
化人才培育活动，带动培育了万名基层文艺
骨干，为建设“文化寿光”提供了有力的人
才保障和文化支撑。

人人争当草根明星

2月4日下午，台头镇大坨村，郑秀芬、
隋荣英等十余位广场舞爱好者聚在陈俊华家
中，一起观看她们在寿光庄户剧团决赛时的
舞蹈《新时代女兵》的视频。

“看到自己演的节目，发现还有不到位
的地方。”陈俊华说，“虽然已经是第二次
经历这样的大场面，可还是有点紧张。”

“上台时心里‘扑通扑通’的，腿都迈
不开了。”隋荣英称，当演员真不容易。

在寿光，像郑秀芬、隋荣英这样的农
民，不仅可以在市级大舞台上展示自己，更
是上了网络、电视，成为村民羡慕的对象。

在2014年的寿光庄户剧团决赛中，洛城
街道东斟灌村的李秀凤带领队伍，跳的是印
度舞《阿拉伯之春》，现场评委打出了最高
的95 . 47分。李秀凤是村里最早跳舞的人，一
开始没少听到风言风语，“就爱出风头，”

“扭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如今，李秀
凤上了电视，上了报纸，成为大家眼里的草
根明星。

营里镇道口村的袁振花和姐妹们为了参
加庄户剧团比赛，每人花了40元，找了专业化
妆师。“参加一次比赛要兴奋好久。”袁振花说，
吃不愁，穿不愁，生活就要多彩一点。

“要让农民从观众变成主角，不能只简
单地把文化器材送到村民手中。更重要的，是
让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让群众从文化的受惠
者、享受者，变成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寿光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群成说。

3年来，寿光先后策划开展了“唱响我们
自己的歌”村歌大赛、“聚焦幸福、记录精
彩”微电影大赛、“舞动快乐、品位幸福”广场
舞大赛、“文化提升品质、艺术点靓生活”庄户
剧团大奖赛等一系列覆盖城乡的全民性文化
活动，开辟了“周末群众大舞台”、“百姓剧场”、

“百场公益巡演”等展演阵地，为群众参与文
艺创作、展演搭起了广阔平台。

据了解，寿光每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超
过上千场次，参与群众过百万人次。

政府扶持文化创作

去年，寿光市影视文化协会代理主席李
雪芹被评为寿光市第三批文化之星。“政府连
续3年每年给予6000元支持创作。”李雪芹称，
有这个基础，原来的很多思路都能施展了。

在去年的“唱响寿光”比赛中，李雪芹
还获得语言类的一等奖、器乐类的二等奖，
共获得8000元奖金。

营里镇西黑前村小学教师孙志林用6年的
时间，于2012年底完成了《酒神少康》初
稿。孙志林想出书，但儿子患病花去了高额
的手术费，家庭一时陷入困境。寿光市委宣
传部得知后，将《酒神少康》列为2013年度
重点文艺创作立项资助项目，《酒神少康》
得以问世。

“现在《酒神少康》得到了很多人的肯
定，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孙志林说。

影视协会的许多项目得到了政府的资
助。李雪芹说：“有大的项目，都可以申
报，宣传部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文艺创作人才培养上，寿光实施了“文
化之星”工程，迄今寿光“文化之星”达到61人，
并有6人成功当选为“齐鲁文化之星”。寿光对
新入选国家及省书协、美协会员的书画爱好者
分别给予5000元、3000元的奖励补助。寿光
每年精选10部左右的文艺精品进行立项资
助，3年共落实资助金额292万元。

近年来，寿光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批有
分量的文艺作品，其中现代吕剧《百姓书
记》获第十四届文华大奖，电影《龙凤村儿
女》、动漫《黑逗木仔奇遇记》、音乐电视
《大地情怀》、《幸福荡漾》等一批作品先
后登陆央视。

在寿光，文化服务围着群众转

村村建剧团 人人当演员

玩着大棚跳起舞

富而求美，寿光人民文化生活大变样

精神食粮，农民制造

□朱小倩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庄户剧团大奖赛现场。

文家街道桑家村剧团进行汇演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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