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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群众文艺活动精彩纷呈，各种主题文化活动贯穿全年始终

这这一一年年，，聊聊城城人人文文化化生生活活玩玩法法多多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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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马上结束，这一年
的52个周末你都是怎么过的？
买票去水城明珠看场现场版
精彩演出、周末去新华书店和
图书馆蹭书看、节假日及周末
经常有不同的文化演出“福
利”、约会到电影院看个大
片……这一年是聊城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的
一年，给不出城的聊城人周末
增加了很多玩法。

“双职工家庭平时工作太忙，四五岁的
孩子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想见识更多事
物的时候，却没有更多时间、精力和经济条
件带孩子去看世界。”市民梁先生周末经常
和妻子带孩子去博物馆看展览、到运河边看
看景。平时更是关注本地各种文化旅游资
讯，遇到适合孩子的一定带孩子去体验一
把。

“最近这一年经常去新华书店蹭书看，
买一杯饮料，可以在那里坐到关门。碰上爱
不释手的，就直接买回家。”刚工作的小张双
休日有很多充实生活的好办法，“工作日忙
完工作喜欢刷剧、刷综艺节目，但总觉得离
现实生活太远，所以一到周末就想出门体验
下本土生活。”这一年，小张除了书店还经常
去海源阁图书馆，“周围环境特别好，有种穿
越时光的感觉。”电影院也是小张经常光顾
的地方，尤其豆瓣评价较高的新片，她都忍
不住去看现场版，“跟在家看感受完全不
同。”聊城市影剧院的演出、水城明珠的音乐
会等她也去过几次，“看兴趣、看演出主题，
然后确定去不去。最关键的是，很多演出免
费，唯一收费的水城明珠票价也不高，完全
承担得起。”

在市行政服务中心上班的小李最近感
觉看书太方便了，“海源阁图书馆在我们这
里设置了‘分馆’，借书、还书都可以。”

剧场影院图书馆

文化生活充实不贵

市民

“我们市杂技团农历小年之前都
有下乡演出，都是露天演出，我们这阵
子在东阿和东昌府区到处跑。”聊城市
杂技团的王伟在演出间隙诉说着剧团
下乡的苦累和快乐。

“演员很苦，像京剧院和豫剧院，
每个角色都有固定的演出服装，夏天
30多度也要整套戏服套着，冬天零下
的低温也只能穿着保暖套上戏服。我
们杂技团的演员每个节目的服装也是
固定的，基本全年都是那么一套，不分
春夏秋冬。有个杂技节目是变脸，演员
要贴着十多层‘假脸’上台演出，夏天
的时候最痛苦，我们眼看着他的汗一
遍遍湿透衣裳。”每次下乡演出，经常
提前两个小时出门，偏远的地方则需
要提前近三个小时，“最近演出经常六
点或六点半出门。”

“后勤人员也很辛苦，我们下乡演
出除了演员和道具，还要带上舞台和
音响设备。舞台有专门的舞台车，很多
乡村偏僻的街道会有限高限宽、舞台
车没法通过的路段。每次演出前，都需
要提前看场地、走路线。而舞台车需要

最早到达，铺设完成后调试设备。”王
伟打开了话匣子，“音响师傅没有棚
子，演出多长时间他们就在舞台旁守
多长时间。”

2017年，聊城市杂技团有200多场
演出，平均一天半就有一场，都是文化
惠民演出送戏下乡的项目，政府补贴

剧团免费让聊城人看戏。而聊城每年
承担着送戏下乡的剧团还有很多：聊
城市京剧院、聊城市豫剧院等等。

虽然送戏下乡很辛苦很累，费体
力也费脑力，可他们每次演出看到那
么多观众就觉得很值，得到观众们的
掌声和赞赏就更开心。

一身服装不分冬夏，苦累并快乐着

院团

这一年，我们能看到、感受到的只
是聊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冰山
一角。2017年，按照市委办公室、市政
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的要求，聊城
市文化系统对照标准，查找不足，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这一年，聊城市图书馆新馆的建
设规划、设计逐步推进。截至11月底，
全市行政村(社区)建成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新建895个(年度计划1000个)，覆
盖率为80%，基本完成全年任务；399
个省定贫困村基本实现全覆盖，目前
完成388个。

这一年，群众文艺活动精彩纷呈，
各种主题文化活动贯穿全年始终。迎

新春举办了春联送福进万家、“元宵
节”灯谜竞猜、新春音乐会、吉祥中国·
幸福水城中国(聊城)年画精品展等活
动。围绕“喜迎十九大 共筑中国梦”
联合有关部门举办了十九大全市青年
歌手大赛、全市合唱比赛、歌咏比赛、
优秀文艺作品汇演、中小学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组歌传唱比赛等大型文化
活动。12月8日-16日，举办了“继往开
来文脉传承”聊城市舞台艺术作品展
演周活动，为全市群众奉献有聊城特
色的文艺节目，讲好聊城文化故事。

这一年，实施文化惠民，服务群众
活动成效显著。截至11月底，全市举
办文化惠民演出2674场(目标2000
场)，预计全年完成3000场；放映公

益电影62983场(目标6万场)，已经
超额完成任务；水城明珠大剧场委
托保利集团管理，已经举办演出33
场，预计全年演出40场；有线电视户
户通工程，新装有线电视达到2 . 4万
户。全市广播电视数字信号实现了
全覆盖。

聊城还开展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打造书香聊城。今年第21个世界读书
日，举办了少儿经典诵读暨全民阅读
活动启动仪式、第五届“夏青杯”朗诵
大赛聊城赛区选拔赛、开启了2017年
读书有奖征文、你买书我买单、优秀书
目推荐等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在全
市开展了“书香之家”推荐评选等活
动。

一年送戏六万场，文化活动超丰富

部门

12月8日，启动了“继往开来文脉传承”聊城市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周活动。

聊城市杂技团下乡演出现场。


	L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