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
围脖；话题投稿：q lwb jzx@
163 .com；QQ群：107866225。

【孙金英】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孙
金英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
得杠子头津贴100元。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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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杠子头

C02 剪子巷 2015年7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穆静 组版：颜莉 今 日 济 南>>>>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谈钱容易伤感情

@崔屹：有偿演出容易让大家
的关系变得微妙。比如对人数有限
制的话，本来一个固定的组织让谁
下都是个问题。商演容易让人变得
浮躁世俗，比如演出费用的不同容
易让大妈们产生逐利思想，容易让
人心态由以前的知足变为失衡。

观众捧场带来自信

@孙金英：去年我参加了公园
的广场舞团队，感觉生活一下子丰
富了起来。有时团里负责人出面牵
头组织参加了几场商演，感觉还真
不错，特别是台下的观众反映良好，
阵阵掌声让我仿佛又年轻了许多，
找回了青春时的激情和自信。

广场舞贵在“来去自由”

@杨力建：广场舞贵在“来去自
由”，加不加入、怎么跳，没有一定规
矩，不必步伐一致，不必每天都去。
而若是为收报酬而演出，娱乐健身
的功能会让位于功利需求。想不想
跳？去哪儿跳？怎样跳？这些都由不
得大妈们自己说了算，无形中会产
生压力，也失去不少乐趣。

省城几乎每个街道都有一支或数支广场舞大妈队伍，一开始她们主要自娱自
乐，丰富生活，现如今有的已走出社区广场，“跳”上商演舞台。对此，有人认为既然涉
足商演，大妈们就该长点心，比如签订协议等，否则，一旦出现问题，难以维权。也有
人认为只是上台演出而已，没有必要太小心。对此，您怎么看？

开杠

@田华：广场舞之所以能
够“跳”上商演舞台，是当今
市场经济下的“产物”，是有
一定的市场需求所致。需要
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秩
序，该签约的签约，该备案的
备案，一切按照市场要求的
程序走，这对双方都是一种
制约和保障。

@王平昌：既然是有偿演
出，会形成雇佣关系，应该有
协议来规范和约束双方，使
这种非正规的商演活动能建
立在安全合理的框架之上，
一旦发生纠纷能有章可循。

@徐树贵：若不规范，还
可能会让一些广场舞更加扰
民。广场舞已经抢占了公园、
小区，再有经济上的“刺激”，
可能使得队伍更加扩大，扰
民的现象愈发突出。对于那
些商演频繁的队伍，有必要
进行合理的规范和管理，避
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晓慧：广场舞这个“行
当”，也应有职业操守和坚持
的，对伸出的橄榄枝要有所选
择，内部也应当制定商演规则。
比如为保证舞蹈质量，要控制
每月演出场数。

●既然谈钱了，就得认真点

杠上花

对广场舞有偿演出

应多些公共善意

□静嘉

广场舞登上商演舞台，很
多时候与报酬无关，与认同
感、归属感与自我价值感有
关。如何给予广场舞更多活动
空间，搭建更多的商演机会，
这应该是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一，相关部门应该重视
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建设与
开辟活动空间，按照人口比例
均匀分配，这里可借鉴国内外
一些好的做法，比如，新加坡
的邻里中心模式就值得借鉴，
城市将住宅区作为社会单位
加以全面规划，形成由邻里组
团中心、邻里中心、区域中心
等构成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活
动中心。多些科学设计，让广
场舞不再愁找场地。

第二，社区可联合驻地单
位、社会组织等，为广场舞及
社区中其他文艺爱好者提供
商演的信息与公益演出的机
会，这样不仅可满足市民的实
际需求，活跃社区文化，也能
够促进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毕竟很多广场舞大妈演出不
是为了金钱，她们愿意将报酬
捐赠给社会上的困难群体，这
也是功德无量的善事。当然，
社区也可为其开展免费培训。

广广场场舞舞大大妈妈要要““下下海海””
该该不不该该长长点点心心
●只图乐和，不必想太复杂

@田华：广场舞大妈“跳”
上商演舞台，一方面说明了大
妈们退休后开启了新的用武
之地，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参
加演出，还能让她们接触到更
多的新鲜事物和理念，从而开
阔了自己的眼界，应该为其点
赞。

@刘建国：涉足商演，有
助于推动广场舞的普及，值得
提倡。参加商演，能够让广场
舞更有组织，更有活力，使广
场舞大妈成为“正规军”。通过
商演，可以秀出她们的漂亮舞
姿，展现出她们的魅力，吸引

更多人加入进来。
@陶玉山：但广场舞大妈

所谓的商演与那些专业化的
商演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中自
娱自乐的成分占了很大部分。
她们由此获得的报酬顶多是
填补一下演出服、跳舞装备的
开支。没有必要按照专业商演
来要求这些广场舞大妈。

@西北风：广场舞参加商
业演出很难形成趋势。因为商
家对广场舞要求很低，支付的
费用也不会很高，这种需求不
会长期存在，因此也没有订立
规则的必要。

精论

建议

不如舞出公益范儿

@张爱学：广场舞一开始都是
自发组织，自娱自乐。不如真正

“舞”出“公益范儿”，利用节假日开
展社区大联欢或慰问演出，以一颗
奉献之心不仅跳出欢快、美妙的舞
姿，而且影响和带动越来越多的社
区居民追求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
生活方式，这样广场舞大妈才真正
跳出名堂，炫出更灿烂的风采。

商演要有“章”可循

@庄秋燕：面对广场舞商演，相
关部门的政策引导措施也应及时
跟进。可以参照其他形式的“商演”
规则建章立制，这样不仅有利于相
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维护和规范

“商演”的市场秩序，更有利于保护
广场舞大妈们的合法权益。虽然大
姨大妈们只是图一个乐儿，但是正
当的权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

打油诗

@黄伟民

广场大妈展风采，
登上商演大舞台。
跳出一片新天地，
舞出青春乐开怀！
不图挣钱只图乐，
积极向上受青睐。
老有所乐金不换，
健康用钱买不来。

@任善昆

大妈广场舞起来，
舞出广场登舞台，
不为挣钱不图名，
只为老年展风采。
商业演出讲规则，
遵纪守法别乱来，
该订约的要订约，
安全第一记心怀。

亲历

商演让母亲老有所乐

@王婷：我母亲所在的公园广
场舞团队也参加过商演，有时是给
某些保健品的讲座演出助兴，有时
是帮商家做宣传捧场。虽然给的报
酬不多，有时甚至就是由商家给赞
助几件演出服，发点保健品之类的
小东西，母亲依然乐此不疲。对于商
演，母亲认为，比起单纯在公园广场
上跳舞，商演让她们这些中老年人
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她们平时跳
起舞来也更带劲了，没啥不好的。至
于报酬，本来就是图一乐和，多少无
所谓。

因演出费分配不公罢“舞”

@侯家赋：前些日子，我们县里
举行了一次大型活动，一支老年人
代表队参加了演出，并获得了组委
会的奖励。在给队员分配演出费时，
因为没有按预定的方案进行分配，
参演队员的报酬有高有低，致使队
员不满。有的队员就干脆退出，不再
参加活动了，罢了“舞”，搞得大家都
不高兴。

微点评

@和谐无派：娱乐中赚钱，广场
舞大妈酷毙了。

@杨庆辉1982_07_13：跳着跳
着，钱就来了。

@私家车爱蓝调Get：要知道，
早年学广场舞了。

@郑子璐i：挺好啊，大妈的力量
不容小觑。

@北风天：困境里暗藏机遇，同
时，机遇里也包藏着困难与陷阱。

不少广场舞队伍的表演不输职业演出团队。（资料片）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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