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羽艺术馆落户南池公园
基础工程已经全面启动
本报记者 曾现金 孔令茹

年底鞭炮生意

带火报纸回收

本报济宁12月14日讯(记者
李倩) 废旧报纸8毛钱一斤，纸
箱纸盒5毛钱一斤，下半年一直

“跌跌不休”的废品回收价格，终
于回暖，干了20多年废品回收生
意的杨德环对最近的行情很是高
兴。记者采访了解，年底鞭炮生产
厂家、礼品包装需求，拉动废品回
收价格。

“现在行情好了，卖得人也多
了，一天收购三四百斤废报纸、纸
盒，挣个七八十块，很满足……”
今年40多岁的杨德环对这两周的
生意很满意，停了近2个月的生意
终于回暖了。

废品回收生意好了，大街上
走街串巷回收废品的“破烂王”也
多起来了。至于年底的行情为什
么好，杨德环认为是沾了鞭炮企
业的光，“现在送到废品回收站废
报纸的价格是8毛，如果卖到鞭炮
厂我们还能再多挣些，现在很多
鞭炮企业都需要报纸，年底鞭炮
企业开工，我们也跟着沾光。”

记者走访城区的几家废品回
收站了解到，废报纸的回收价格
已从2个月前的0 .5元/斤涨至0 .8
-0 .9元/斤，废纸盒价格也从0 .3/
元涨至0 . 5元/斤。一家废品回收
站的孙经理介绍，春节临近，用纸
量也到了高峰期，不仅是礼盒、包
装纸需求增加，一些报纸在水果
商贩那里也发挥很大作用。而年
底鞭炮生产企业巨大的报纸用
量，进一步拉高了报纸回收价格。

多年夙愿终实现

乔羽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家，他
是济宁人的骄傲。传承他的艺术业
绩，家乡人义不容辞。市中区文物旅
游局副局长王贵跃表示，建好乔羽
艺术馆，对于宣传中区，增强济宁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深远意义。

市中区特别重视乔羽艺术馆建
设，从2008年开始就着手选址、资金
筹备等工作。济宁市也曾将该项目
列为重点文化项目，曾组织人员在
运河文化广场、北湖省级旅游度假
区等地点考察选址。市中区综合各
种因素，最终确定艺术馆的选址，多
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在14日举行的乔羽艺术馆建设
项目签约仪式上，“市中区人杰地
灵、名人辈出。乔羽先生的艺术成就
备受称颂，他的艺术作品影响了几
代人。”济宁市委常委、市中区区委
书记张辉说，乔羽艺术馆落户南池
公园，是市中区文化事业发中的大
事和喜事。艺术馆可以增加景区的
文化内涵，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景区
的知名度，并推动济州古城建设。

选址于南池公园

南池公园景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段常林介绍，艺术馆前期的筹备工
作已经展开。目前，地面附属物已基
本清理完毕，正在进行基础性施工。

乔羽艺术馆选址在南池公园
内，位于王母阁湖南侧。段常林介
绍，艺术馆为环抱式古典建筑，总建
筑面积为1782平方米。艺术馆各建
筑由长廊连接，包括主展厅、多功能

厅、两个展室、会议室、休闲室以及
配套建筑组成。其中，两个入口位于
主展厅南北两侧，主展厅为双层结
构，是艺术馆主要展示区域；多功能
厅位于主展厅的东侧，可容纳180—
200人同时使用，建成后用于乔羽作
品的演播和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

尽管乔羽艺术馆是一处仿古仿
古建筑群，但是它融汇了现在园林
设计的手法和理念。段常林表示，采
用仿古建筑风格，它直接融入整个
南池公园，和整个景区的风貌保持
一致。建成后将作为景区的一个景
点。南池公园本身是一处文化主题
公园，艺术馆落户景区，可以进一步
增加景区的文化元素。

艺术馆布展鲜活

“南池公园是融园林、休闲元素
于一体，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乔
羽之子、北京乔羽时代品牌营销策
划公司总经理乔方说，艺术馆的设

计风格和景区融为一体，保持了景
区的完整性。

此前，王贵跃曾考察冰心等名
人的艺术馆，那些名人的艺术馆属
于独立的文化载体。王贵跃认为，乔
羽艺术馆落户南池公园，可以发挥
它文化、旅游、名人三位一体的综合
效应。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可以增加
景区的闪光点，又是繁荣文化事业
的重大举措。

艺术馆的布展规划还在进一步
完善中。北京乔羽时代品牌营销策
划公司副总经理姜易介绍，艺术馆
属于公益文化项目，但是它不是简
单的展品陈列馆。它的布展打破常
见名人艺术馆的局限，馆内的布展
既丰富，又鲜活。不仅展出乔羽的文
献资料、创作背后故事等，还将运用
声像资料、专场演唱会等形式全面
展示乔羽的艺术成就。另外，艺术馆
不是单纯的文化载体，将计划发展
完善的文化产业链，所获得资金全
部用于艺术馆的维护和公益活动。

(吕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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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市中区举
行乔羽艺术馆建设
项目签约仪式，乔羽
艺术馆正式落户南
池公园，这标志着该
项目各项工作全面
启动。

乔羽，中国著名歌词作
家。山东济宁人。1948年毕业
于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
术学院。1948年华北联大与
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
调入华大三部创作室，开始
专业创作。创作以歌词和剧
本为主。《我的祖国》、《人说
山西好风光》一经谱曲，广为
传唱。1956年与时佑平合作
创作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少
年行》，(即电影《红孩子》)，描
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
间，一群儿童成长为革命少
年的故事。1954年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1960年创作的电
影文学剧本《刘三姐》，歌颂
了美丽智慧勇敢的民间歌手
刘三姐，带有浓郁的地方民
族色彩。1964年还参加了音
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诗词部
分的写作。历任文化部、中国
戏剧家协会、中国歌剧舞剧
院专业创作干部，中国歌剧
舞剧院副院长、院长，一级编
剧，全国第八届政协委员。

◎乔羽其人◎

乔羽艺术馆主入口处效果图。 本报记者 曾现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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