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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乳乳山山山文文文化化化建建建设设设
启启启动动动经经经济济济发发发展展展新新新引引引擎擎擎
本报记者 刘洁 通讯员 任现辉 李丹

以“母爱圣地，幸福乳山”为地域文化主基调，乳山市以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构筑起群众共享的文化乐园。近年来，乳山市确立了“文化强市”发展战
略，文化软实力正成为乳山城市发展的硬支撑。文化建设不再是“配角”，而是
成为牵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精品迭出“文化种子”遍城乡

“你爹娘是八路军杀敌上战
场，受重托娘把你家中暗藏。你
与那虎子哥，为娘同抚养，一对

小兄弟，同睡一床……”16日晚，
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文
体馆灯光璀璨。由著名吕剧表演
艺术家郎咸芬担任艺术总监，国
家一级吕剧演员冯宝华担纲导
演的大型现代吕剧《乳娘》在这
里盛大首映。舞台上，60多位演
员声情并茂；舞台下，2000多名
戏迷们随着剧情发展泪眼婆娑。
乳娘玉英舍弃亲生骨肉、扶养革
命后代的母爱圣情，感染着现场
每一位观众。

《乳娘》讲诉了在血雨腥风
的革命战争年代，胶东育儿所
300多位乳母在艰苦条件下与敌
人斗智斗勇，最终把上千名八路
军子女抚养成人的感人故事。剧
中玉英的形象，是战争年代成千
上万善良乳山妇女的代表，更是
大爱无疆的“母爱文化”缩影。

据了解，《乳娘》是今年乳山
市重点打造的文化精品，也是乳
山市委、市政府推进“文化强市”
战略的成果。这台戏不仅让全市

的百姓共享本土文化大餐，更重
要的是，政府为剧团聘请艺术家
和名角参与创作演出，给创造力
相对欠缺的本地艺术剧团输入
了“造血干细胞”，把传统的“送
文化”思路变成了全新的“种文
化”探索,大大激发了群众共建文
化的热情。

据了解，每年吕剧下乡演出
120多场次、放映电影7000多场，农
民文化艺术节群众参与人数上千
人。

1 . 6亿元投向农村 15个镇都建有文化站

虽然已进入冬季，乳山城乡
却沉浸在火热的文化氛围中，无
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乳山百姓
的幸福指数都节节攀高。实现城
乡文化一体化，完善的文化设施
是必不可少的“硬件”。

为解决城乡文化资源分布
不平衡问题，乳山市把文化设施
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对建设镇
级文化站、文化大院、农家书屋
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凡经威海

市验收合格的镇级综合文化站、
村级文化大院、农家书屋分别给
予现金奖励，已累计投入1 . 6亿
元。目前，全市15个镇都建设了
镇级综合文化站，高标准建设了
502个村级文化大院、305个农家
书屋，实现了1 . 5公里范围内文化
大院全覆盖。

同时，乳山市不断创新整
合文化资源，让更多百姓沐浴
公共文化的阳光。依托国家一

级馆乳山市图书馆，建立了新
型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
通过相关机构和单位图书资源
的有机整合，实现了 5 9万多册
定期流动，将独立阅览的藏书
变成共用共享的资源。建立数
字图书馆，在全市所有图书分
馆、图书室搭建了图书馆网络
信息平台，形成覆盖城乡、方便
快捷、实用高效的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系统。

文化产业涌起

启动经济新引擎
在乳山，文化建设不再是“配

角”，而是牵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催生了旅游

产业的强劲发展势头。立足文化资源
优势，乳山大力培育母爱文化、休闲
养生两大产业链，开工建设了总投资
过百亿元的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
岠嵎山风景区、福如东海文化园、多
福山养生文化城、圣水宫道教养生休
闲度假区等八大文化旅游项目。近年
来，乳山市接待海内外游客数量和旅
游总收入每年都以三成的增幅递增，
仅今年“十一”期间，全市旅游综合收
入就突破亿元。

与此同时，依托打造的“母爱圣
地，幸福乳山”城市名片和“养生福
地、宜居乳山”旅游品牌，乳山的节会
经济如火如荼、会展经济全面开花。
连续4年的母爱文化节成了“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的节会，不仅带活了40

多项群众文化活动，而且促成50多个
项目落成，投资总额超过数十亿元，
拉动了会展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多元化与多样性，让
乳山文化建设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
景象；创新投资融资模式，推动着乳
山文化产业不断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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