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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文广新局新闻发布会召开，着力基层，满足群众文化的精神生活

““让让公公共共文文化化设设施施动动起起来来、、活活起起来来””

力争实现“一年一村一场戏”

菏泽是著名的戏曲之乡，
戏曲在农村有着非常广泛的群
众基础，茶余饭后看戏已成为
广大农村群众生活的一部分。
为满足群众看戏的需求，自
2008年起，文化部门组织市及
县区国有剧团在全市实施了送
戏下乡工程，截至目前全市共
送戏下乡8800余场，受到了广
大农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好
评。

“送戏下乡不仅丰富了广
大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还锻炼了一批中青年戏曲队
伍、打造了以山东梆子大型现
代戏《山东汉子》、《古城女人》
为代表的一批精品剧目。”菏泽
市文广新局局长陈庆勇说，送
戏下乡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由于菏泽国有剧团数量少、
行政村基数大，农村群众看戏

难的问题远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

据了解，之后文化部门将
实施送戏下乡2 . 0版，在现有演
出场次的基础上，每年至少递
增10%，力争尽快实现“一年一
村一场戏”。“市级国有戏曲院
团送戏下乡演出覆盖全市所有
乡镇(办事处)驻地，县(区)国有
戏曲院团送戏下乡演出覆盖本
县(区)所有行政村(社区)；没有
国有戏曲院团的县(区)，依照市
里制定的送戏下乡演出补贴政
策，委托市内外专业戏曲院团
或民间戏曲团体完成本县(区)
所承担的送戏下乡演出任务。
同时，鼓励市及各县区国有戏
曲院团在完成公益性送戏下乡
演出任务的基础上，积极开拓
商业演出市场，力争每年演出
不少于1000场。”陈庆勇说。

“让群众成为文化生活的创造者、享受者”

随着菏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
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长并多元
化。据陈庆勇介绍，菏泽将加快城
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按照“建管用”并重的原则，统筹
推进城区与基层、室内与室外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努力打造
以市级“四馆”(图书馆、艺术馆、
博物馆、美术馆)为龙头、县级“两
馆”(图书馆、文化馆)为主体、乡
镇综合文化站为骨干、农村文化
大院(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农家
书屋为基础、城乡文化广场(大舞

台)为补充的覆盖城乡、结构合
理、功能健全的四级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网络。“健全管理制度，提
升服务水平，让各类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动起来、转起来、活起来。”

“将围绕中心工作和重大节
庆，充分调动市、县、乡、村文化工
作者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层层
选拔、层层发动，广泛开展歌咏、
读书、朗诵、文艺演出、陈列展览、
书画摄影比赛等群众性社会文化
活动，让群众跳起来、舞起来、唱
起来、写起来、读起来，参与其中，
乐在其中，真正成为文化生活的

创造者、组织者和享受者。”陈庆
勇说。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文化部门积极探索建立群
众评价和反馈机制，实现公共
文化产品提供与群众文化需求
有效对接，逐步形成“百姓按需
定制、政府精心配餐、社会积极
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同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
化，引导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兴
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
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到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中来。

本报记者 李德领

6日，菏泽市文广新局新闻发布
会在市图书馆举行。记者获悉，今年
来菏泽市文广新局抓服务重惠民，
抓创作出精品，各项文化工作重点
突破，整体推进，呈现出乘势而上、
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记者了解到，
之后文化部门将实施送戏下乡2 . 0
版，在现有演出场次的基础上，每年
至少递增10%，力争尽快实现“一年
一村一场戏”，并逐步形成“百姓按
需定制、政府精心配餐、社会积极参
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每次送戏下乡都能吸引周边群众观看。(资料片)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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