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老百百姓姓的的文文化化生生活活更更精精彩彩了了
本报记者 汪泷

千场大戏进农村、公益
大讲堂开奖、发掘民间艺术
人才、打造充满济宁风情的
原创舞台剧……这十年，咱
济宁的文化事业已经不能用

“大踏步前行”来形容了，每
年文化工作在数量和质量不
断提升的同时，各种推陈出
新的文化惠民活动，也让老
百姓的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扶持民间文化团体，专业院团走向市场 打造“儒学原乡”，弘扬传统文化

济宁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5年，全市共有各种艺术表
演团体12个，而到了2014年末，
全市各类艺术表演团体(专业
及民营)已经达到了24个。

近几年，为了进一步丰富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除了进行
文化改革，组建济宁演艺集团
之外，济宁市也在大力扶持民
间文化团体。去年，济宁市文
广新局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制
定了《济宁市业余群众队伍登
记管理办法》，并举办了“文明
在我心中”——— 济宁市业余群
众文化队伍注册登记暨文明
公约签约承诺仪式，为业余群
众文化队伍颁发《济宁市业余
群 众 文 化 队 伍 注 册 登 记 证
书》，签订文明公约，使全市的

业余群众文化队伍不仅得到
了专业指导，而且还获得了政
府的各类补贴。这一系列举
措，也让全市近20万人成为了
各类文化活动的一份子，登记
造册群众文化队伍更是达到
6067支之多。

济宁演艺集团组建成功
后，下属的三大院团不仅更加
迎合市场，繁荣了济宁本土的
商业文化演出，而且济宁市艺
术团还率先推出了大型原创舞
台风情剧《我家就在岸上住》，
在声远舞台首演后好评连连。
许多济宁市民都感慨，观看

《我》剧，就仿佛又置身过去因
运河而兴的老济宁城中，“曲乡
艺海”、“老竹竿巷”都历历在
目。

作为孔孟之乡的济宁，自
古就有着丰富的传统经典文
化。为此，济宁市推出了“儒学
原乡·文化圣地”品牌，以各级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和社会公益
文化阵地为依托，广泛开展以
传播儒学思想、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为核心的“儒学原乡·文化
圣地”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市级
做好一个书院、一处讲堂、一个
舞台、一批精品“四个一”工作，
县级在图书馆全部建成“尼山
书院”，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社
区)文化大院内则建设“乡村儒
学讲堂”。

此外，今年济宁还将以“中
国梦”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
主题，围绕纪念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落实《济宁市舞台艺术创作规
划(2014——— 2016)》，创作排演
更多戏剧、杂技、歌舞、曲艺等
多门类接地气的艺术作品，并
充实到“千场大戏进农村”文化
惠民演出中。

同时，加大艺术精品创作
力度，发挥济宁地方戏曲、杂技
等方面的优势，以崇德尚义、善
行义举为内容，打造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的“五个一”，即一台
山东梆子大戏、一台杂技剧、一
台儿童剧、一部图书、一台综合
性文艺演出。着力打造山东梆
子精品剧目《河都老店》(暂定
名)、以孔子为题材的原创杂技
舞台剧、儿童剧《白雪公主》和
小戏精品剧目《家有贤媳》等。

山东渔鼓《孔子试徒》在十艺节群
星奖决赛中表演。

文化 十年看数据

2005 2014

共有各种艺术
表演团体

12个

博物馆与纪念馆

8个

文物保护机构

22个

全市有线电视用户

13 . 55万户

电视人口覆盖率

92 .67%

共有各种艺术
表演团体

24个

博物馆与纪念馆

19个

文物保护机构

28个

全市有线电视用户

137万户

电视人口覆盖率

9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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