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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掘掘青青年年演演员员，，弥弥补补人人才才断断层层
本报记者 汪泷

短短几年时间，济宁市的文化队伍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在迅猛发展。不仅在市民
大舞台上每周都能看到精彩的表演，街头巷尾、公园广场甚至各村居的文化大院里，各
式各样的文艺演出总能让当地百姓津津乐道。2015年，济宁市的文艺工作者们正在谋求
创新和改变，“文化惠民”这个济宁本土文化品牌，无论是灵活性还是群众参与度，都将
向着一个新的高度跳跃。

校企合作弥补人才断层

“文化惠民对我们自身而言，
最大的提升莫过于演职人员的精
神面貌有了质的改变。”济宁市艺
术团团长赵建刚说。

随着演出任务的加重，业内
人士也都坦言，因为缺少专业培
养机构，加之院团收入不高，导致
演艺人才缺乏，人才断层明显。

“现在学艺术专业的毕业生虽然
不少，但因行业内总体效益不高，

很多学生学这个专业，但不愿意
从事这个行业。”

面对这样的现状，2015年济
宁市艺术团将与济宁学院构筑校
企合作平台，建立舞蹈音乐系大
学生实习基地，“应届毕业生可以
来院团实习，参与演出活动，不仅
能让我们发掘演艺人才，更让大
学生有机会切身感受艺术市场的
魅力，自发地想要成为其中的一

份子。”赵建刚说。
2015年，文化志愿者也将作

为一股新的力量，弥补演艺人才
的缺失。济宁市文广新局社会文
化科科长刘凤来提出，2015年将
大力发展文化志愿者，“刚刚结束
复赛的青年歌手大赛，除了挖掘
新生力量，更重要的就是鼓励这
些年轻人加入到文化志愿者的队
伍中来。”刘凤来说。

目前，济宁市登记造册的群众
文化队伍超过6000支，几乎覆盖全
市所有社区和乡村，文化广场已建
成 3 5 0 0多处，覆盖全市社区、乡村
的60%。“2015年，我们要让全市所
有街道、乡村全部建成标准化的文
化广场。”刘凤来说。

为了推动农村文化广场的建
设，市文广新局专门编制了《美丽
乡村文化广场建设技术导则与范
例》，通过在每个县市区挑选三个
建设完善、利用率高的文化广场，
将其详细的数据、图例收录，然后
让各社区、乡村可以直接借鉴。“结
合这本《导则》，每个农村都可以根
据其人口比例、地理位置、人文风
情，有针对性的建设自己的文化广
场。”刘凤来说，标准化、规范化，显
然是 2 0 1 5年济宁市对农村文化广
场建设的一个重要引导。

同时，随着文化惠民的普及，
业余群众文化队伍的壮大，济宁市
各县市区专业、业余艺术院团的互
通交流也在逐渐增加。专业院团方
面，济宁演艺集团2015年准备推动
院团间的交换演出，通过互动交换
的方式，减轻院团的演出压力，增
进彼此的学习交流，“更有益处的
是，可以让群众看到其他地区的特
色节目。”赵建刚说。

明年所有农村

均建文化广场

刘士福参
加惠民演
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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