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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点，第三届中国(高密)红高
粱文化节在高密市文体公园开幕，
最受人们期待的作家莫言也如约到
场。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本届
红高粱文化节成为历届以来最火爆
的一次节会，到场的观众也创下了
历史最高纪录。

“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都是，
一个会写小说的农民，都是高密的
父老乡亲们的一个不太称职的儿
子。”在第三届中国(高密)红高粱文
化节，莫言发言时说，每一届的红高
粱文化节都有亮点，而这一届的亮
点之一，就是高密市委市政府在节
会期间，集中地展示了中国艺术研
究院艺术家带来的作品。“我希望我
们高密的父老乡亲借这个机会，认
真的观摩、认真的学习，领略一下我
们高密土地之外的很多杰出的创

作，开拓我们的眼界，提高我们的文
化品位。”他的发言也引来了在场观
众阵阵的掌声。

在开幕式上，主持人还现场宣
布了第二届诗歌大赛的一等奖获奖
名单并颁奖。其中，山东籍诗人李林
芳、浙江籍诗人灯灯等五名参赛选
手获得了一等奖以及一万元的奖
金。李林芳告诉记者，第一届诗歌
大赛她就参加过，但仅仅是入围，
没想到这次竟然能够拿到一等奖，
这让她十分惊喜。“这个比赛在乡
土诗歌方面，非常具有权威性。”

记者从开幕式上了解到，本届
红高粱文化节主场地设在文体公
园，共设置23项活动，包括第三届
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
大型文艺晚会、高密民间文艺团体
大展演、中国(高密)毛绒玩具展销
会、中国奇石玉器展、中国婚纱服装

展、高密十佳炉包技艺大赛、晏子文
化园奠基仪式；展厅部分包括：《丹
青高密》当代中国画名家精品展、向
家人汇报·官天一摄影作品回顾展、
回老家定居·高密扑灰年画珍品展、
高密民间艺术精品展、新锐四人行
书画作品展、中国雕塑大师傅绍相、
蔡杰《高密农时四季》陶艺展等。

开幕式结束后，莫言先后参观
了在孚日体育馆内展厅部分的活动
以及高密十佳炉包技艺大赛。炉包
比赛也是到场观众非常喜爱的一项
节目，不少大清早赶来看开幕式的
市民，都到比赛的现场去品尝炉包
的美味。同时，在孚日体育馆的门
口，记者看到市民已经将入口挤得
满满当当。据一名安保人员称，由于
展厅接待能力有限，上午参观都是
凭票入场，下午开始，展厅将会向市
民免费开放。

莫言出席红高粱文化节
自称是高密父老乡亲们的儿子

《红高粱》将改编成舞剧

10月29日下午2点，在
潍坊天和思瑞国际大饭店
宴会厅，青岛市歌舞剧院
有限公司召开了新闻发布
会，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将会被改编成舞剧，并且
努力在第十届艺术节之前
完成。同时，《红高粱》的作
者莫言也出席了发布会，
并称“相信他们能把《红高
粱》改编成好看的舞剧”。

《红高粱》应该说是莫
言早期被大多数人所熟知
的代表作品，而这部小说
改编成的同名电影，更是
让红高粱之名响彻国内
外。在29日的新闻发布会
上，莫言先生介绍，《红高
粱》这部小说是1986年问
世，到现在已经26年。“在
这26年里，《红高粱》被改
编成过电影，也改编成其
他的一些艺术门类，比如
说戏曲、话剧，但是舞剧
从来没有改编过。”莫言
对记者说，青岛市歌舞剧
院很有眼光，他们在多年
前就看中了《红高粱》这
个素材，他们一直探讨、
研究，终于在2011年5月
份商定《红高粱》改编舞
剧的事情。

同时，莫言也特别强
调，“《红高粱》尽管是我
的原著，但是一旦改编成
别的艺术品种、艺术门类
之后，实际上就跟我没有
关系了。我只是提供了一

点原始素材。”莫言以当
年的电影红高粱为例，称
电影获奖是张艺谋、巩俐
等人的功劳。如果将来舞
剧《红高粱》跟电影《红高
粱》一样取得了成功，那
么这个功劳也是属于《红
高粱》舞剧的创作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
属于青岛人民。

“我们首先要感谢莫
言先生，早在2011年11月
就将《红高粱》的舞剧版
权交给我们，这是莫言先
生对青岛歌舞剧院最大
的信任、最大的支持，为
此我们感到十分骄傲。”
负责改编《红高粱》舞剧
的青岛歌舞剧院负责人
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之后，国内多家演出公
司向他们索要舞剧《红高
粱》的演出版权，但是他
们已经一一婉拒。

本报记者 赵磊

工地施工，巷子飘下“沙子雨”
已经持续半年，施工人员称因为风大

本报10月29日讯 (记者 董
惠)“我们单位附近一条巷子里
天天下‘沙子雨’，出门一不
小心就是满头的沙子啊。”29

日，市民郑先生给本报打来热
线电话反映，近半年时间以
来，在潍城区北宫街万家福对
面的北门大街里天空中不时往
下掉沙子，导致道路及停放的
车辆都遭了殃。

29日上午，记者来到郑先
生所反映的北门大街，一条

南北方向的巷子西侧就是一
片施工工地，工地一侧搭建
着简易的防漏棚子。走进巷
子，在靠近工地的道路上，
地 上 平 铺 着 一 层 细 细 的 沙
子，脚踩在上面还能发出沙
沙的声音。不仅如此，记者
在 巷 子 内 停 留 的 半 个 小 时
里，天空中还不时有扬沙飞
过。另外，简易棚子下停放
的几辆车上，记者看到，也
多已覆上了一层沙子。

郑先生带领记者来到工地
对面自己工作的单位内，他告
诉记者，由于落沙，自己几乎
天天都得打扫。“往后，天气
越来越冷，风也越来越大了，
再天天这样掉沙子的话，真是
没法过了，出门转一圈，头发
里就不知道得掉进去多少沙子
呢”。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几位
生活在附近的居民。谈起天空
掉沙子，在巷子北头一家销

售、维修助力车的老板言语中
也非常无奈。“这些沙子吹了
得有半年了，按正常情况，施
工方应该搭建简易防漏棚，他
们倒是搭了棚子，但几乎没啥
用，”该老板指着棚子对记者
抱怨着，以前他还常在门外做
点生意，修修车。可现在，新
车摆在外面也落得一身灰，修
车的活也都挪屋里来了。“不
光掉沙子，有时还掉大块的石
头，很危险，之前我也拨打过

市 长 热 线 ， 可 就 是 解 决 不
了”。

沙子掉了半年仍在继续，
对此，记者也找到了附近工地
的施工方。走进位于工地的施
工方办公地点，几名施工方工
作人员也将天空掉沙子的原因
归结于“这些天风比较大”。
而对于记者是否应该在施工地
附近居民巷子附近搭建防漏棚
的建议，工作人员也表示，会
尽快跟领导汇报来解决此事。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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