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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马文玉

每个地域，都有代表当地风
土人情的文化符号。文字简约而
内涵深厚，书画形象而生动传神，
但都在纸面上未免平面，且在古
时总是为少数人所掌控，唯有乡
戏俚曲亲切自然，和着朴素的道
德，杂糅最本质的世界观，扎根村
野阡陌，深入民风骨髓。文明的种
子，族群的血脉，就这样在一代代
演戏人和观戏人的心口相传、意
趣相投中，延续、融合、传承、发
展。济阳垛石迷戏就是垛石当地
最好的戏曲印章。

迷戏起源于十九世纪末，二
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垛石、新市
一带比较盛行，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是迷戏最辉煌的时期。1900年
前后，著名琴书艺人时殿元将琴
书《王小赶脚》由坐唱形式改为
化妆演出获得成功。因此戏里有
个道具“驴”，所以这种小戏被称
为“驴戏”。群众特别爱听“驴
戏”，常常听入了迷，所以济阳群
众称它“迷戏”。迷戏的产生，是
群众艺术活动与琴书说唱有机
的结合。

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
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艺术观
赏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年
轻人对迷戏比较陌生，专业演出
队伍也日渐萎缩。但值得欣喜的
是，近年来，当地村民群众对迷戏
的热爱又重燃了火焰。

走进靳家道口大桥，开场的
锣鼓家伙咚咚锵锵地敲打起来，
戏台上扮相精美的演员咿咿呀呀
地唱着，很是好听。台下是从附近
各村过来听戏的村民，他们带着
自家的小马扎、小板凳围坐在戏
台前。

近年来，垛石街道辖区由梁
登学负责的老年庄户剧团悄然兴
起。据他所述，自己接触戏曲这一

行业已经有40年了，从年轻当兵
时就在文工团受到熏陶，退伍后
自己成立了剧团，至今已经演出
快十年了。目前，剧团有13位演
员，各个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更不
在话下。他们坚持在垛石演出，近
三年表演的场次高达1000余场。
剧团的新编曲目《文明嫁娶》《婆
媳模范》《贤惠媳妇孝顺儿》《绣绣
新济阳》《借灯光》等具有浓郁的
乡土气息和较强的时代感，受到
戏迷们的一众追捧。

“我们不仅在靳家道口村，
而且还到附近的高屯村、柳家
村等演出，每周三周六，雷打不
动。知道村里的乡亲们就爱看
咱演的迷戏，我们每次演出都
拿出最好的状态，不能让乡亲
们白跑这一趟！”梁登学高兴地
告诉记者。

看戏的多是老年人。地方戏
剧规模较小，但台下总是坐着忠
实的观众，其中一位资深观众已
经八十多岁了，她坐在马扎上，眯
着眼睛，嘴里还跟着节奏一板一
眼地哼唱着，陶醉在这独特的艺
术享受之中。

垛石迷戏是一代代人的情
结，它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古老戏
曲婉转缠绵的唱腔早已深深植入
一代代人心里。

目前，垛石迷戏从“村内演
出”到“戏曲下乡”，极大丰富了广
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2013年9
月，垛石迷戏被列入济阳县第二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随
着文化振兴，垛石迷戏逐渐受到
了大众的关注，垛石街道辖区内
的迷戏演出场次也越来越多。曾
经式微的迷戏重新焕发生机，再
度“翻红”并火爆“出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
土孕育一方民俗文化。愿垛石街
道的戏曲文化不断发展，薪火更
亮。

通讯员 武庆富

开展清产核资
摸清集体家底

成立清产核资工作小组，指导
济北北区11个村对集体所属大型
机械、门头房、土地等所有资产资
源、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进
行全面清产核资，重点对未承包到
户的资源性资产和集体统一的经
营性资产以及现金、债权债务等进
行清查核实。

工作中，坚持民主公开的原
则，对核实结果及时进行公示公
开，组织群众参与、监督和认可，对
群众存在的疑问进行答疑释惑后
建立台账，摸清各村集体“三资”的
存量、结构、分布、运用效益和经营
情况。对村集体“三资”划分为资源
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
产和流动性资产（资金）以及财政
投入到村的发展类资金，经行业部

门评估或第三方评估建立投资入
股存量资本台账，实现农村“三资”
管理信息化、常态化。

核实集体成员
选择优势产业

组织各村对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身份进行核实界定，上报街道进
行备案。对各村现有可持资入股的
资本折成股份量化到每名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建立资产管理、使用
等相关工作制度，为持资入股做足
准备。结合济北北区11个村农业资
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劳动力集
中、交通条件便利等有利条件，济
北街道按照“一村一业、一村一策”
政策要求，与北区各村实际相结
合，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将农副产
品冷链物流作为产业方向，向上级
申请了330万项目奖补资金，策划
了济南市济阳区济北街道农副产
品冷链物流集配中心项目，奠定了
济北北区农业发展基础。

服务项目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济北街道综合考虑村内闲散
地利用、交通运输等因素，将项目
建于国道220沿线、苏家村以东、东
吕高速延长线以南，租用苏家村和
葛家村林地、池塘等闲散用地61
亩，每年可为两村获得土地租赁费
12 . 8万。项目选址后，济北街道积
极协调各村做好协议签订、土地备
案手续办理等准备工作，为项目开
工建设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建成
后可带动附近群众100余人就业，
年总产值10亿元。

项目由山东济北产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运营，共计投资7300
余万元，济北街道将330万元项目奖
补资金以入股方式投入项目运营，
每年按一定比例分红，可为村集体
增收30余万元，实现“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目标，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曾经一度被人们遗忘，如今重新焕发生机

垛石迷戏，藏在乡村的民间小调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济北街道深入实施农村“三变”改革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大力拓展

特色产业规模，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今年以来，济北街道坚持党建
引领，以激活资源、聚拢资金、发展产业、促进增收为总体目标，严格按
照全区《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三变”改革的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实施
农村“三变”改革，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实现农业转
型升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成立清产核资工作小组，摸清集体家底。

每位演出者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听戏的都是附近村里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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