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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商河

商商河河文文化化，，就就要要有有商商河河味味
——— 商河县文广新局局长陈成金专访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李守奇 王玲

记者：在今年的“为民15件
实事”中提到，要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几乎每年都会将其列入为
民实事中，在这一方面，文广新
局作为文化主管部门，2017年有
什么新的打算呢？

陈成金：根据《政府工作报
告》中所提，今年我们将在全县
村居组织文艺演出386场、放映
公益电影11376场；在城区放映
红色电影和儿童电影50场。其
实，这仅仅是我们群众文化的
一个简单缩影，近年来，我们群
众文化发展迅速，文化活动贯
穿全年。

仅年节民俗大餐就包括迎
新春文艺晚会、“贺新春”公益
电影下乡、鼓子秧歌汇演、“我
爱家乡”征文活动、“鼓乡泉韵”
书画展、“春联送万家”等多项
活动。外加“五四”青年节、“六
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九
九”重阳节等节庆活动，几乎月
月有活动。

接下来，继续开展“一村一
年一场戏”送戏下乡活动（共计
386场），继续开展“电影进福利
机构”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组织
举办“社区广场电影节”主题放
映活动和开展“廉政电影放映
季”活动；不断创新电影服务模
式；完成农村公益电影年度放
映任务。与此同时，2017年，我
们打算创新节庆晚会、广场舞
展演、广场消夏等文化品牌活
动。积极邀请省市院团来商演
出，继续参与区县文化惠民结对
交流演出。继续组织地方戏曲普
查，做好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
民间舞蹈等传统艺术的保护传
承工作；持续开展“京剧进校
园”活动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年
在龙桑寺等5个镇街成立了庄
户剧团，指导他们进行文化演
出。群众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
属于自己的文化。从目前的试
点来看，他们的节目涉及歌曲、
舞蹈、戏曲和曲艺等多种形式，
反响不错，群众积极性很高。希
望借此来加强对镇街群众文化
活动示范点的指导提升。另外，
要加强文艺创作的宏观指导，
围绕弘扬商河精神、讲好商河
故事等主题开展创作活动，推
出更多更好的原创文艺作品，
创造出更多具有商河特色的作
品，商河文化，就要有商河味。

记者：您刚刚提到了群众
文化的蓬勃发展，群众文化的
发展离不开文化体系的建设和
基础设施的完善，在文化体系
方面，商河又是怎样不断发展
和完善的呢？

陈成金：《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和《电影产业促进法》两
部涉及文化工作的法律都于今

年3月1日起正式颁布实施了，
我们将认真学习这两部法律，
结合我局实际落实好。按照省
市部署，我们不断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建设，按期完成指
标任务。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试点工作，更好地发挥文
化站、文化中心、文化大院的功
能作用，确保乡村群众享有规

范的公共文化服务。
推进镇、村两级历史文化

展示工作，构建县、镇、村三级
历史文化展示工程；继续做好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城市
展馆免费开放工作。县文化馆
在第四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
中被公布为县级一级馆,实现
了定位升级。在历史文化工作

展示中,文化馆也扮演着重要
角色。以商河县文化馆为载体,
打造商河县历史文化展厅并免
费开放。其中 ,展厅展陈面积
2000平方米 ,布局为“三区一
廊”,全方位展现了商河独具特
色的历史文化风貌和文化发展
成就,并成为济南市历史文化
展示工作的亮点,在全省县及
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经验
交流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2017年，我们将继续做好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城市
展馆免费开放工作。创新图书
馆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推进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商河县
图书馆纳入全市首批“通借通
还”成员,开展助力中高考志愿
填报服务活动,举办老年人电
脑培训班,道德讲堂和尼山书
院定期举办传统文化宣讲活
动,图书馆正逐步成为综合性
文化服务阵地。今年新的变化
是，我们打算在5个镇街建设图
书馆，届时城镇居民可以就近
借书还书。在农村，扎实做好农
家书屋补充更新出版物工作，
继续打造示范农家书屋，来丰
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记者：眼下,扶贫攻坚成了各
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注入扶
贫资金,建设扶贫项目,让越来越
多的贫困村走上脱贫路。在文化
扶贫中，商河又是怎样来丰富大
家的“精神食粮”的？

陈成金：结合扶贫攻坚工作
的开展,文化扶贫是商河县文广
新局的重要工作之一。为此,我们
成立了文化扶贫工作领导小组,
出台了《文化扶贫工作方案(2016
－2018)》,从文化设施建设、文化
惠民行动等四个方面对112个省
定贫困村、78个市定贫困村开展
文化扶贫工作。

贫困村标准化文化大院新
建和提升工作有序推进，截至
目前，贫困村标准化文化大院
新建完成70个，完成率57%；提
升完成32个，完成率60%。同时
向省定贫困村发放112套音响设
备；为贫困村配备文艺辅导员；

“一村一月一场电影”活动为贫
困村放映电影2460余场次，“一
村一年一场戏”活动完成132场
贫困村的演出任务。

结合扶贫攻坚，创作编排

反映“第一书记”下村扶贫故事
的吕剧小品《酒中情》，真切感
人，广受赞誉。在贫困人口中，
除了因病致贫等原因外，一些
贫困户也存在着精神不振、懒
散等不良情绪，缺乏脱贫致富
的信心和动力，我们以“酒文
化”为切入点，讲述帮助贫困户
转变精神状态的故事，借此来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物质脱
贫的同时，更要做好精神脱贫。

记者：提到商河文化，就不
得不提鼓子秧歌，鼓子秧歌已
经成为商河的文化名片。2017
年，商河又将怎样扮靓这张名
片呢？

陈成金：近年来，作为商河
名片的鼓子秧歌,在省内外重
要活动中频频亮相。去年，第六
届山东省花卉博览会暨第二届
中国（济南）花卉园艺博览会在
商河举办，从花博会现场到“秧
歌古村”袁窦村，商河鼓子秧歌
每天多场轮番表演，充分展现
了国家级“非遗”的无穷魅力，
成为鼓乡商河独树一帜的文化
符号，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
络平台广泛传播，再次掀起了
商河鼓子秧歌的评论、观赏热
潮。去年大年初一大明湖景区
的鼓子秧歌演出登上央视《新
闻联播》,更是让不少商河人激
动不已。

今年，将继续打造精品队
伍，加强鼓子秧歌赴外演出工
作，增加媒体曝光率，进一步提
高知名度、美誉度，扩大品牌影
响力。目前商河会跳鼓子秧歌的
人不少，但真正懂得理论的人数
不多，因此还需要加强非遗理论
研究、非遗保护成果研究及宣传
展示。今年年初，我们下乡采风，
将鼓子秧歌表演制作成视频、
照片等影像文字资料。

眼下，鼓子秧歌多元、立体
传承体系逐步成形。“非遗进校
园”活动范围和水平将继续提
高，举办鼓子秧歌汇演、老年鼓
子秧歌展演、少儿非遗传承展
演活动；继续打造“秧歌古村”
鼓子秧歌表演场，推进鼓子秧
歌演艺活动市场化。提到市场
化，我们也打算增加鼓子秧歌
的附加值，例如生产鼓子秧歌
系列产品等，将文化优势转变
为经济优势。

近几年来 ,商河县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稳步提升 ,多项文
化扶贫工作的开展 ,让越来越
多商河人走上文化脱贫之路。
与此同时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
化活动蓬勃发展 ,作为商河文
化名片的鼓子秧歌继承发展又
焕发新颜,百姓舞台热闹非凡。
商河文化越来越有商河味！
2017年，商河文化又有怎样的
变化和发展？为此，记者采访了
商河县文广新局局长陈成金，
听他讲述2017年商河文化怎样
焕发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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