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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0月16日讯(见习
记者 周惠娇 通讯员 蒋琰

高震) 山东省第十一届文
化艺术节群众艺术优秀新创作
品大赛将于10月18日-23日在
济南举办，在全省88件群众文
艺作品中，济宁市共有14件作
品入围参赛，数量占全省六分
之一，是全省第一名。10月12日
以来，14件群众文艺作品的参
赛者在济宁文化广场运河音乐
厅进行针对性排练，参赛者们
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做好参
赛前的准备工作。

“此次入围的14件群众文

艺作品，分为音乐、舞蹈、曲
艺、戏曲四类。”济宁市文广新
局公共文化科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前期排练的基础上，12
日以来，14件群众文艺作品参
赛者在运河音乐厅进行合排，
针对薄弱环节加强训练，并且
选出了几件比较优秀的文艺
作品，聘请专家进行指导。

“此次排练是分节目、分
批次进行，参赛者们来自各行
各业，大家都严格要求自己，
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坚持排
练。”公共文化科室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将业余队伍打造

成专业化、民间艺术提升为殿
堂化，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
标。

“济宁市群众文化作为全
省的群众文化龙头，尤其是鲁
西南吹打乐，是全省的骄傲。”
济宁市文广新局公共文化科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山东省
群众艺术优秀新创作品大赛，
济宁共有14件参赛作品入围，

“能入围这么多作品，这一切
源于全市群众文化工作开展
较好，全市群众文化队伍共有
4000多支，老百姓都比较喜
欢，有丰富的群众基础。”

同时，14件群众文艺作品
大部分来自济宁本土作者创
作，民间作者创作热情高涨。
大多数演员来自于农村，对民
间生活更熟悉，更有利于对作
品的理解。并且文化资源丰
富，如儒家文化、运河文化、水

浒文化，比如参赛作品中的
《乡村往事》、《红莲花 土琵
琶》、《铁道游击队畅想曲》等，
都是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进
行创作，来自于民间，反馈于
民间，文艺作品贴近群众、贴
近基层，极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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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灵感感来来源源于于乡乡村村生生活活

排排练练让让他他对对作作品品理理解解更更深深
“我10岁开始吹唢呐，

如今已经几十年，唢呐已经
完全融入到我的生活中。”
陈建坤是参赛作品音乐类

《乡村往事》的唢呐主奏者，
“我是一名农民，除了平日
里爱吹唢呐，就是给村民们
理发，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
的手艺。”

陈建坤告诉记者，吹唢
呐和理发是相辅相成的，在
给村民理发时，常常与村民
聊天，了解村里发生的事情。

“这可以带动我的情绪，吹唢
呐时就能更快融入作品中，
更好的理解作品的内涵。”

“《乡村往事》以鲁西南
广为流传的戏曲曲牌“大锔
缸”为主题音调，反应农村往
事，都是我儿时的记忆，非常

熟悉。”一提起自己演奏的作
品，陈建坤打开了话匣子，

“曲子里面有‘把攥子’的缓
解，就是模仿人声进行人物
间的对话，很考验功力，吹得
好了栩栩如生。”

作为唢呐主奏者，陈建
坤是灵魂人物，但他却认为
这部作品最重要的是团队间
的合作，“我并不是最重要
的，作品想排得好，需要我们
共同的努力。”陈建坤说，平
日里他和同伴经常聚在一起
排练，这次更是从早上8点半
一直排练到晚上。“每一次演
出比赛都是对我和团队的一
次提升，我们都来自农村，能
更深的理解作品内涵，我感
到很自豪。”陈建坤笑着说。

本报见习记者 周惠娇

参赛人员正在紧张排练。 本报记者 张清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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