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单位 岗位 人数 待遇（月薪） 年龄 工作经验、工作地点

江苏南通二建
联系电话：15966938131

施工人员 1 6000以上 不限 3年以上工作经验；滨城

电工 20 4500-6000 不限 3年以上工作经验；滨城

管道工 20 4500-6000 不限 3年以上工作经验；滨城

国昌控股集团
联系电话：8199657

散粉车司机 2 5000左右 20-45 有经验优先；滨城

蓝天板业
联系电话：2160526

业务员 10 5000-10000 18-35 营销，大专以上；博兴

华美木塑制品
联系电话：13562332977

销售副总 2 面议 30-45 大专以上；沾化

总经理助理 1 面议 25-35 女；沾化

惠民顺风集团
联系电话13820671889

总经理 1 2000-5000 30-45 高中以上、男、惠民

(因版面有限，只刊登部分信息，详见今日滨州网站http://binzhou.qlwb.com.cn/)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求不到合适的人才？快来报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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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李运恒) 春节过后，不少企
业开始忙碌着招贤纳士，滨
州城区内的几个招聘会现场
也迎来高峰期。为了更好地
解决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信
息不畅问题，本报特别推出
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每天免
费选登求职和招聘信息。

近日，记走访了滨州城区
内几大招聘会现场和人才市
场，不少企业企业缺工较大，
却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而一
些求职者也在为找到合适的
工作而发愁。“企业招工招不
起来，找工作的也找不到！”一
位负责招聘的企业人事部经
理说，招工企业与求职者之间
信息缺乏交流是造成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本报求职招聘平台，
用人单位可以免费刊登企业

名称、招工数量、文化程度要
求、招工专业、薪资待遇、联
系人及联系电话等招工信
息，求职者也可以通过本报
公布姓名、年龄、求职意向、
期望薪酬和联系方式等。

招工企业和求职者如若
发布信息可以拨打 0 5 4 3 -
3210021、3211123；或发送电
子邮件到qlwbbz@163 .com；
或发送短信至18654399035；
或关注本报新浪官方微博@
齐鲁晚报今日滨州 (网址：
http://e.weibo.com/jrbz)留
言。企业发布的招聘信息务
必保证真实、准确、有效 ,尤
其欢迎用工需求量较大的企
业报名参与。

特别提醒：本报求职招
聘平台是纯公益性质 ,不以
任何形式收取企业及个人的
任何费用。

民间艺人的坚守———

南腔北调齐聚胡集书会

2013年2月21日，惠民县
胡集镇两条主大街里挤满了
听书看书的庄稼人，30余种曲
艺竞芳斗艳，200余档说书艺
人被来自周边县市、乡村近10
万群众团团围住，再次感受
到了胡集书会火一样的魅力
和热情。

800余年来，每年农历正
月十二，来自黄河以北的民
间说唱艺人都会主动聚集到
这个叫胡集的小镇上来，摆
下摊子，招揽观众，亮出绝活，
说拉弹唱，切磋技艺。2006年，
胡集书会被国务院公布为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2年年底，又被文化部专家
遴选为“春节特色文化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将
其称之为“草根维也纳”。

胡集村的张大爷与老伴
领着孙子来听书，孙子个头
不够，看不到艺人的表演，便
对张大爷发起了脾气，张大
爷见此笑着把小孙子举上头
顶，这才博得孙子一笑。张大
爷听了近70的书会，从不间
断。“每年的正月十二我们这
比过年都热闹，谁都想来，我
虽然没文化，但就是喜欢听，
不听书会那不算过年。”张大
爷乐呵呵地说。

山东沾化的兰尊侠是渤
海大鼓艺术的原创人之一，
从没有错过胡集书会。虽然
去年年底做了手术，身体还
不是很灵便，但还是坚持来
到了今年的胡集书会上。他
说，“胡集书会凝聚着我们民
间艺人的深厚感情，是民间
艺人一年的期盼，不来就觉
得心里跟有个事一样，放不
下，期待着更多更好的民间
艺术家来胡集。”

64岁的张庆峰是河北省
沧州市东庄县人，从朋友处
听说胡集书会近年来越办越
好便决定来演出。他说：“胡集
书会为民族风俗习惯延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我是抱着
学习的态度来参加的，也希
望胡集书会越办越好、越办
越红火。”

胡集镇分管文化工作的
宣传委员闫福波说：“胡集书
会没有大声势，没有‘大腕’，
也没有权威解读，只有三五
个平方的摊位、南腔北调的

‘草根’艺人、老百姓的好坏评
论。但这是一片属于农民艺
术家自己的殿堂，散发着浓
郁芬芳的乡土气息。”

数字背后的真相———

相当一部分人听不懂

在胡集书会现场，记者
发现表演艺人和听众多为中
老年人，书会现场尽管有不
少年轻人，但部分年轻人表
示相当部分曲艺听不懂，自
己只是来凑热闹。

“我这个年纪，在民间艺
人中应该算年轻的。”54岁的
木板大鼓王吉水说，他和伙
伴来自惠民，主要表演木板
大鼓和评书，在他们这个10人
的小团队里他是年纪最小
的，“招不到徒弟，人家学几
天，感觉不赚钱就转行了。现
在干这一行的主要是中老年
人。”王吉水无奈地说。

记者观察发现，正如王
吉水所言，在胡集书会表演
的民间艺人中，超过七成是
中老年人。

惠民的小刘带着女朋友
正在“听”鲁北三弦书，尽管每
年都来听书，但小刘告诉记
者自己对这个曲艺真不懂，

“看不懂，听不懂，不知道他们
唱得什么内容。”

和小刘一样，胡集镇的
王先生也对展演的这些剧目

“不感冒”。33岁的王先生在胡
集镇做家具生意，胡集书会
就在他商铺门前举行，“每年
都听，但感觉没啥意思，什么
大鼓、评书，也分不清他们具
体是什么区别。”

记者观察发现，书会上
真正能听得进去听得懂的多

数是中老年人。采访中，绝大
部分年轻人表示自己只是来
凑热闹，看不懂，听不懂。

69岁的惠民评书、木板大
鼓艺人赵风盛告诉记者，他
从事曲艺50余年，眼看着这门
手艺慢慢没落了，“以前我们
都有鼓书院，听书的人满满
的，不论男女老幼，现在听书
的人少了，听得进去，听得懂
的人少了。”

赵风盛担忧地说，现在
很少有年轻人学曲艺了，“好
几个徒弟都转行了，不挣钱
不能养家，谁也不愿意弄了，
就剩下我们这群老家伙在。”

传统曲艺的创新———

“我爸是李刚”编进段子

受众群越来越少，徒弟
纷纷改行，一门手艺难以维
持生计，胡集书会上许多艺
人向记者倒苦水。在深感曲
艺表演发展缓慢之余，不少
艺人表示传统艺术要想发
展，必须得在节目内容和表
演方式上创新,今年的新段子
就加入了“我爸是李刚”、“江
南Style”等时尚元素。

“听完这段大鼓，咱们来
个歌曲模仿。”来自唐山的民
间艺人蒋炎辛正在给群众表
演。随着听众越来越少，为吸
引年轻听众，2009年起蒋炎辛

开始尝试在大鼓表演中加入
歌舞、魔术、评书新元素，“传
统曲目虽然很好，但年轻人
不了解不喜欢，只能逼着你
去改变。”在进行一些改良后，
蒋炎辛的表演有了起色。

曲艺表演必须要现代
化，贴近生活才能有市场。泰
安曲艺协会的山东快书艺人
王文强告诉记者，作为曾红
极一时的表演艺术，快书在
山东、天津、北京、东北有很大
市场，“没有快书，一场晚会就
不叫成功”，但是现在很少有
人去听快书，究其原因是段
子太老，缺乏新鲜内容，距离
现代生活较远。

为使更多人喜欢山东快
书，王文强尝试在表演内容
中加入一些新词，“江南Style、

‘我爸是李刚’，‘传递正能量’
等新词都被我用在了新的快
书内容中，效果还不错”。这次
书会，王文强和他的同伴带
来了原创作品《泰山四季美》
等新快书。

与王文强一样，来自济宁
的山东琴书艺人王明月也带
了自己的新段子。“老的段子
也有人喜欢，但人群是越来越
少了，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
们喜欢一些新事物，琴书要想
发展必须要与时俱进才行。”
王明月的琴书《农保暖人心》
获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来自天津的西河大鼓民
间王金生曾在24年前来过胡
集书会，在阔别24年后重返胡
集书会，王金声说：“现在的胡
集书会是日新月异，新的表
演方式和节目内容让人眼前
一亮，通过胡集书会艺人们
有了更多的交流，创作新节
目改变旧的表演方式让一些
传统艺术开始萌发新芽。”

当地政府的努力———

尝试在小学加入曲艺课

胡集镇文化站站长董士
坤介绍，胡集镇非常注重曲
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在日常的工作中，除了搭建
相应平台，通过配合时政宣
传进行曲艺的传承保护外，
自去年开始，胡集镇开展了

“曲艺进校园”活动。
胡集镇除了邀请曲艺老

人进校表演外，还在该镇中
心小学开设了曲艺课，编制
了专门的乡土教材，让孩子
们接触曲艺艺术，从小培养
对曲艺的一种兴趣，为曲艺
艺术培养传承人。据了解，该
镇自去年开始，已由点及面
的全面铺开，在全镇的各所
小学全面开展曲艺课，让更
多的孩子和老师接受曲艺艺
术的熏陶，力争将曲艺文化
更加发扬光大。

今年的胡集书会，该镇
将继续组织小学生现场听书
学习，亲身感受曲艺的魅力。
胡集镇中心小学校长刘风平
说：“我们的教学目的，并不是
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曲艺明
星，而是让孩子们把曲艺作
为一种兴趣来培养，接触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形成一种
文化氛围。”

闫福波透露，现在胡集
已经有不少年轻艺人开始冒
尖，他们在各种曲艺形式上
不仅继承了传统的艺术精
髓，而且还不断推陈出新。《榆
木疙瘩上网记》、《养啥赚钱
多》等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现代曲目也开始登台
表演。“胡集镇一个刚上小学
四年级的学生卢俊杰表现尤
其突出。他自学成才，擅长山
东快板，在全国少儿才艺大
赛上获得银奖，其《武松打虎》
受到同行前辈的赞扬。”

来自无棣县小泊头镇的
三弦表演获得听众阵阵掌声。
15岁的宋凌云 和其他两名
小演员均是在校学生，“学三
弦已经一年多了，这是第一次
来胡集书会。”宋凌云告诉记
者，随着鲁北三弦成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镇上对三弦表演非
常重视，聘请了老艺人到学校
传授表演艺术，她和很多同学
都报了名学习三弦。

曲艺传承还需观众“买账”
“江南Style”等时尚元素加入胡集书会，观众愿不愿听、艺人有没有钱赚仍是大问题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凯 赵树行 本报通讯员 董士坤

流行元素加入新段子，吸引了大批观众。

昨天是胡集书会“开说”第一天，据统计约10万人
次到场，不过不少人是来凑热闹的。记者采访过程中发
现，传统曲艺项目在传承和传播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
题，如一些曲艺面临断代，有的曲艺观众根本听不懂。
相声都在郭德纲的带领下转型了，胡集书会要想长盛
不衰，是否该改变些什么？

（李亚茹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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