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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舞舞龙龙队队伍伍仅仅剩剩十十几几支支
舞龙队伍老年人唱主角

为解决“大班额”

历城今年新建五校

本报2月17日讯（记者 李飞） 17日，记
者从历城区教育局召开的全区教育工作会上
获悉，为解决“大班额”，2016年该区将新建唐
冶中学、东都尚城初中、桑园路小学、冶河小
学、仲宫镇驻地小学5处学校。同时，启动15所
学校校舍扩建项目。

历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
将整合资源，努力化解“大班额”。整合洪家楼
高级中学、历城五中、历城区教研室、区教师
进修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启动历城五中学生
公寓和餐厅项目；新建历城一中学生公寓。

为解决“大班额”，今明两年计划新建中
小学校11所、改扩建16所，总建筑面积17 . 4万
平方米。2016年新建唐冶中学（30班规模）、东
都尚城初中（18班规模）、桑园路小学（24班规
模）、冶河小学（6班规模）、仲宫镇驻地小学

（30班规模）5处学校。同时，启动15所学校校
舍扩建项目。“2017年底前解决‘大班额’问
题。”

此外，历城区还将推动社会力量办学。促进
协和学院9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外国语12年一贯
制民办学校、盖世物流民办学校加快建设。

在去年成立历城二中教育集团和历城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基础上，今年历城区将推
进教育集团化发展，继续遴选部分质量好、声
望高的优质学校，探索“名校+新校”、“名校+

潜力校”等多种集团化发展路径。
实施学前教育提升工程。落实二期《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年度投资1413万元，新
建改扩建9所、提升6所幼儿园。引入优质幼教
资源，探索集团化办园模式。

另外，2015年济南高中招生，历城二中、
历城一中、历城五中等区属高中开始向历城
区初中分配指标生计划。会上，历城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起将逐步扩大区属
高中指标生分配比例。

舞龙队伍老年人唱主角

舞龙队伍刚开始暖场，
看席上就站满了呐喊助威的
观众，居住在附近小区的陈
先生称，他已经很多年没有
看到这样热闹的舞龙场面
了，“小时候一过年，大街小
巷都是舞龙舞狮赏花灯，现
在城市发展越来越快，这些
传统年俗越来越少，年味也
随之变淡了。”

11支舞龙队依次展示自
家绝活。记者观察发现，参加
比赛的各个舞龙队选手多数
是老年人，只有夺冠的济阳县
崔寨前街村舞龙队派出了20
多个小伙子和姑娘，“现在舞
龙队伍里80%以上都是老年
人，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甚
至还有不少中老年妇女。”济
南市群艺馆副书记李梅海说，

前街村舞龙队的年轻人则来
自当地的中学。

李梅海称，舞龙这一传
统民间舞蹈本来是力量和气
势的象征，多数都是青壮年
举着龙腾挪、转移、跳跃，完
成一系列有难度的动作，从
而营造出一种壮观喜庆的场
面。但随着舞龙的年轻人越
来越少，舞龙人也出现了老
龄化趋势。

“如今参加比赛的多数
队伍都来自旧村居和乡镇，
随着旧城改造的不断推进，
舞龙的氛围也渐渐变淡，正
在进行改造的兴隆村就是个
例子。乡村中很多年轻人外
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大都是
老年人，传承舞龙项目的人
越来越少。”李梅海说。

传承舞龙办起培训班

据了解，很多舞龙项目
属于济南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例如前街村舞龙、章丘
龙舞、兴隆舞龙等。为维护
舞龙这一非遗项目，济南市
群艺馆自去年开始举办舞
龙培训班，并通过举办舞龙
大赛来推广普及这一艺术
形式，“很多人愿意来学习，
但舞龙毕竟是团队协作，他
们回到当地可能组织不起
一支队伍。这与各人的意愿
和当地村委会的支持有很
大的关系。”李梅海说。

在老济南的舞龙历史
上，曾有上百支舞龙队伍，
几乎村村都有舞龙队，济南
还曾举办过百龙大赛，每到
过年,舞龙是必不可少的项
目。像闫千户舞龙、贤文庄

舞龙等在全市都是数一数
二的，但近些年随着旧村改
造已渐渐解散消失。

参加比赛的兴隆三村
舞龙艺术团负责人张连水
称，因为没有资金支持，他
们的服装和道具等都是大
家自己掏钱购买，“出于经
济原因，愿意舞龙的人越来
越少，大家都是凭着兴趣爱
好做这个事情，作为传承人
我们也很着急。”

对于如何更好地维护
舞龙队伍，李梅海称，他们
也在积极地想更多的途径，
各个文化和行政主管部门
也应该加强对这些基层艺
术队伍的扶持。“仍有不少
人愿意观看和参与舞龙，这
项民俗会继续发扬下去。”

17日，由济南市文
广新局主办，济南市群
艺馆、济南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心承办的舞
龙大赛在群艺馆群星
广场开赛，来自各县

（市）区的11支舞龙队
伍、400多名队员参加
了比赛，参加人员中老
年选手占80%以上。最
终济阳前街舞龙队夺
冠。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悦

舞龙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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