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泽大剧院一身兼两职
提升城市品位，这里的演出比会议多

在“牡丹之乡”菏泽的八

一路南、天香路东侧，有一朵

巨型“牡丹”——— 菏泽大剧院。

这朵“牡丹”南北长122 . 12米，

东西宽108 . 50米，高34 . 7米，不

仅可以举行高水平的演出，还

是菏泽市“两会”的主场地。

齐鲁文化新地标评选活动正

在进行中，您可以拿起自己的笔，

描绘您心中的新地标;可以拿起电

话，推荐家乡的新地标;也可以拿
起相机，拍摄美丽的新地标。此外，

读者还可以对新地标进行点评。只

要参与，均有机会获奖。

参与方式：(1)拨打本报96706读

者热线；(2)发送邮件至qiluxindibiao

@126 .com；(3)照片可以传至齐鲁晚

报拍客网(http：//zt.qlwb.com.cn/paike

/)；(4)通过书信形式，阐述自己的意

见建议，邮寄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山

东新闻大厦12楼齐鲁晚报“齐鲁文

化新地标”评选活动组委会，邮编：

250014。各市相关部门也可通过与齐

鲁晚报驻各市记者站联系，进行推

选。

这朵“牡丹”技术含量高

“咱们的大剧院真是太漂亮

了!”家住菏泽大剧院附近的林大爷

说，天气晴好的时候经常有新人到

这里来拍婚纱照。

从远处看，大剧院像一朵含

苞待放的牡丹花，体现中国牡丹

城的地方特色。工程建筑面积
31141平方米，总投资约3亿元。

“大剧院是菏泽目前科技含量最

高的建筑工程，采用了住建部10

项新技术中的10个大项、17个子

项、21个小项，另外有两项独创技

术。”菏泽市城乡建设局建管处副

主任、菏泽大剧院现场管理组负

责人孔繁东说。

大剧院的建成，为菏泽增添了

一个新地标。从2009年8月竣工并

投入使用以来，这里已经举办各类

大型文化演出70余次，向菏泽市民

奉献了一桌桌文化大餐。2009年文

化部调演剧目《山东汉子》在大剧院

连演三天，场场爆满，演出所用的道

具全部是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时

使用的道具，让菏泽观众得到了一

次极高的艺术享受。

一天到晚热闹非凡

“这两天突然降温，不然广场一

天到晚都热闹非凡。”孔繁东说，早

晨满是晨练的市民，从上午一直到

傍晚，则是民间各种戏曲演出的时

间，“咱们菏泽是戏曲之乡嘛，唱戏
的自然不少。”“到了晚上这里最热

闹，健身操节奏明快、交谊舞舒缓高

雅、轮滑少年风驰电掣……整个广

场就像欢乐的海洋。”

在内部，除了作为文艺演出的

场所，大剧院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就是各县区会议厅，这是举行

菏泽“两会”时各县区代表团开会讨

论的场地。

为了显示本县区的历史文化特

色，各县区都把自己的特色融进会

议室装饰中。鄄城厅内的主背景是

一幅展示孙膑生平的木雕；一进入

成武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木

雕八骏图，上书“伯乐故里，文成武

就”八个大字……

“在大剧院规划建设之前，市

委市政府领导就确定了这里的文

化演出要比会议多的指导思想。”

孔繁东说，大剧院投入使用一年

多来，70余次文化演出提升了市

民的艺术品位，也提升了菏泽的

城市品位。

(黄体军 张继业 陈新振)

菏泽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具有十分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近年来，菏泽

市委市政府致力于文化大

市、文化强市的建设，全力

打造中国牡丹城和戏曲之

乡、武术之乡、书画之乡、民

间艺术之乡品牌。

随着近年来城市建设

的发展，菏泽市的文化建设

力度也不断加大，市民精神

文化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投

巨资建设的菏泽大剧院，进

一步完善了公共文化体系，

让戏曲之乡、武术之乡的菏

泽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分享

文化大餐和体育盛事，大大

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提高

了市民欣赏水平，实现了文

化共享、文化惠民。

菏泽市市长刘士合：

大剧院提升

城市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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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评选

天天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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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市长点评新地标

从外面看，菏泽大剧院像一朵牡丹花。 刘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