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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赞赞！！湖湖区区深深处处居居民民看看上上戏戏，，送送戏戏下下乡乡做做值值了了
“十百千”载体工程、精品剧目创作、送戏下乡……济宁打造我省文化发展新高地

本报记者 汪泷
通讯员 乔明 高震

“十百千”载体工程
打造文化产业发展新高地

济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
下简称“市文广新局”)编制的《济宁市

“十三五”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审议
稿)，已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和征求意
见，并经相关方面的评审，现在已经形
成《规划》审议稿。

“我们在规划中按照资源整合、强
化特色、片区联动、产业聚集的要求，
对全市文化产业合理布局，逐步形成
全市五大文化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空间
新格局。”济宁市文广新局文化产业科
科长白红波说。

白红波介绍，这五大文化区分别
是以曲阜、邹城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区，
重点规划建设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示范区，依托儒家文化、邹鲁文
化，做大做强曲阜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发展形成集研学修学、文化旅
游、影视演艺、节庆会展、养生休闲和
艺术品于一体的文化产业聚集区；以
任城、微山为核心的运河文化区，重点
建设运河文化产业带、高新区文化创
意产业园、太白湖文化休闲产业园、微
山湖旅游休闲度假区；以及以汶上、兖
州为核心的宗教文化区，以梁山为核
心的水浒文化区，以金乡、微山为核心
的红色文化区。

根据《三年行动计划》的部署，济
宁市提出“十百千”文化产业载体工
程，通过进一步加大文化产业载体建

设力度，将策划培育一批具有重大示
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产业工程、
园区、企业、项目，提升济宁市文化产
业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水平，
从而将济宁打造成我省的文化产业发
展新高地。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载体工程
中提到的文化产业十大业态提升工
程，包含了演艺影视品牌提升工程，艺
术品价值延伸工程，印刷发行转型升
级工程，文化休闲精品打造工程，创意
设计产业提质工程，节庆会展业态培
育工程，动漫游戏提速增效工程，现代
媒体融合拓展工程，教育培训品牌塑
造工程，以及健康养生服务创新工程。

“今年济宁还将通过推动曲阜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嘉祥石雕文化
产业园、梁山出版印刷产业园等园区
的发展壮大，在全市范围内打造提升
10个重点文化产业园区。”白红波说，
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建设运营100个重
点文化产业项目，培育引进100家大型
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孵化培育1000
家小微文化企业。

白红波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今年
下半年，济宁市文广新局将加快融资、
担保、创意三个平台建设，通过推动组
建济宁市文化发展公司，成为全市文
化产业项目、资金的新载体。“我们还
要建设专业化的文化交易市场，争取
利用闲置厂房建设艺术品市场，力争9
月份改造完成，10月份投入使用。”

儒学原乡·文化圣地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排头兵

“今年年初，‘全年扶持150个乡村

(社区)儒学讲堂，20个儒学社团，扶
持150名民间儒学普及推广人才开
展各类儒学讲座及国学活动3600场
次’被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好十件实
事重点工作，市文广新局立即通过
科学规划、合理部署，编制下发了

《济宁市文广新局关于落实2016年
市政府为民办好十件实事的实施方
案》。”济宁市文广新局公共文化科
科长刘凤来说。

《方案》中要求，全市各级文化
部门要进一步发挥“图书馆+尼山书
院”和县级历史文化展示馆阵地作
用，策划各类国学体验和非遗传承

活动；在镇、村层面，进一步拓展乡
村儒学、社区儒学的覆盖范围。“可
喜的是，在该《方案》的大力推动下，
济宁市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推
广方面，不断掀起高潮。”

公共文化科在统计全市公共文
化活动开展情况时发现，全市各级
文化部门不仅文化活动开展的如火
如荼，而且还衍生出了许多创新，

“市图书馆的尼山书院不仅在馆内
开展公益讲座，还把讲座送进了社
区，许多县市区图书馆还精心打造
了国学夏令营，让孩子们在玩耍中
学到许多国学经典知识。”刘凤来指
着统计后的数据告诉记者，今年仅1
至6月份，全市共计开展儒学活动多
达1624期。

“更令人惊喜的是，今年4月，我
们与市人才工作办等6家部门联合
出台了《儒学民间普及推广人才支
持计划实施细则》，这意味着今后民
间儒学人才将获得政府的大力扶
持。”刘凤来说，未来5年，济宁每年
都会评选表彰 1 0家左右的儒学讲
堂、40名左右的儒学讲师、10家儒学
社团，设立儒学传承奖，并且每两年
评选一次。

这些文化活动的大力开展，可
以说都离不开去年市文广新局提出
并精心打造的“儒学原乡·文化圣
地”文化品牌。随着这一品牌的不断
推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儒学
原乡·文化圣地”俨然成了济宁市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排头兵。

在《三年行动计划》中，对“儒学
原乡·文化圣地”文化品牌又有了更
高的要求。其中提到，将持续推进优
秀传统文化“六进”普及工程，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进机关、学校、企业、
社区、农村、家庭，编写系列儒家优
秀传统文化读本，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宣讲培训。在儒学普及传承阵地
的建设方面，济宁市各级文化部门
将依托市、县、乡镇 (街道 )、村 (社

区)四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做好一
个书院、一处讲堂、一个舞台、一批
精品“四个一”工作。

精品剧目层出不穷
济宁人频给本土戏点赞

在我省刚公示的第九届“泰山
文艺奖”戏剧类项目中，由济宁市山
东梆子剧院精心编排的山东梆子

《圣水河的月亮》位列一等奖。
近年来，《圣水河的月亮》不断

在省内外公演，也获得不少奖项，该
剧可以说是济宁市在精品剧目创作
方面的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济宁
人自己排的大戏，正在被更广阔的
文化市场所认可、接受。”市文广新
局艺术科科长李曦高兴地说。

去年，国内首部以杂技形式反
映至圣先师孔子一生的大型原创杂
技剧《大哉孔子》，在声远舞台首演。
宏大的场景、华丽的舞美、紧凑的剧
情，还有伴随着许多济宁人长大的
一幕幕熟悉的杂技动作，该剧第一
次把孔孟之乡特有的“人”和“物”完
美的结合在一起，“除了惊艳，还是
惊艳！”这是去年首演之后，一位市
民意犹未尽的评价说。

“近年来，我们坚持精品创作理
念，着力打造艺术精品。”李曦说，济
宁先后涌现出了数台原创精品大
戏，《我家就在岸上住》、《大哉孔
子》、《运河老店》、《黄土黄》等，这都
彰显出济宁在精品剧目的创作方面
再次焕发了新生机。

无论是济宁市文广新局，还是
下属的济宁演艺集团、市群众艺术
馆都不满足于现状。李曦介绍，《大
哉孔子》在首演后又进行加工提升，

“我们压缩了演出时间和演员人数，
修改了部分音乐，让剧情和杂技融
合得更为密切。”用心的付出很快换
来了回报，在今年春节期间进行两
场惠民演出之后，《大哉孔子》受邀

于3月份在青岛艺术学校进行展演，
得到广泛好评。

在济宁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
于加快文化旅游强市建设的意见》
中，以《我家就在岸上住》、《运河老
店》、《黄土黄》、《大哉孔子》等都被
列入到济宁市演艺影视品牌提升工
程，将通过深入挖掘底蕴深厚的儒
家文化、运河文化、始祖文化，不断
提升这些演艺剧目的品牌效应和市
场效益，“未来我们会鼓励这些剧目
进景区、进酒店。”此外，李曦还介
绍，艺术科还在积极筹备创作一部
以孔孟儒家文化为题材的山东梆子
大戏，“目前正准备邀请编剧来济宁
采风进行剧本创作”。

千场大戏进农村
惠民演出成“家常便饭”

3月25日，对于担负着“千场大
戏进农村”惠民演出任务的济宁艺
术剧院而言，是一次让演职人员们
很难忘的一次演出经历。

“这几年，市委市政府把文化惠
民列入为民十件实事之后，艺术剧
院在全市各地演出千余场，早就把
惠 民 演 出 当 成 了 自 己 的‘ 家 常 便
饭’。”剧院副团长李玉涛回忆说，但
那天在微山县高楼乡渭河村的演
出，就和过去与众不同。

“渭河村所处的位置是真正的
湖 区 ，基 本 上 是 微 山 湖 的 中 心 位
置。”李玉涛说，因为地处偏远，所以
演职人员们先是乘大巴到湖边，然
后摇身一变成了搬运工，把演出设
备、道具又搬上船，“几经辗转，一早
出门的我们临近中午才抵达渭河
村。”虽然路途遥远，但当演出开场
后，歌手唱响一曲《尼山的月光》后，
当地村民们的欢呼声却让剧院的演
职人员们很感慨，“一看到湖区最深
处的老百姓也能看上戏，送戏下乡
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为贯彻落实好市政府为民办十
件实事，民生保障体系建设暨民生
实事落实工作线任务，推动全市文
化惠民工程顺利实施，今年年初市
文广新局下发了《关于继续组织全
市专业文艺院团开展“千场大戏进
农村”文化惠民演出活动的通知》，

“对2016年演出时间场次作总体规
划，扩大覆盖范围，增加演出场次，
由去年的1800场增至2250场。”李曦
介绍，在增加数量的同时不忘提升
演出质量，将近两年在国家级、省市
活动中获奖的优秀剧(节)目充实到
演出中，“截止到6月份，全市各专业
文艺院团共完成演出1181场，完成
全年任务的52%。”

在推进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
方面，确保实现一个行政村一月放
一场数字电影的目标。6月份完成放
映 7 9 9 8 场 。1 - 6 月 份 ，累 计 放 映
15250场。同时根据计划，乡镇图书
室、农家书屋建设工程也根据计划
积极争取财政资金，市文广新局联
合市财政局下发了《转发省〈关于做
好2016年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
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文件。《济宁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转发〈关于用
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保障农家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的通
知〉》文件，对今年的农家书屋补充
更新工作进行了部署。

文化精准扶贫方面，市文广新
局也下发了《市文广新局关于文化
脱贫行动实施方案》，今年省定贫困
村将完成建设64处文化大院、59处
文化广场，截止到6月底，已建成文
化大院34处，文化广场42处。目前省
定贫困村共建成综合性文化活动室
326处，覆盖率为63 . 9%。

11日，济宁召开全市文化旅游强市建设大会。会上印发《济宁市文化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6-2018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这将意味着今
后三年济宁市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视察山东
视察济宁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同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
构建符合济宁实际、体现济宁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
和文化市场体系，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加快文化旅游强市建设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和基础支撑。

原创杂技剧《孔子》演出场景。

济宁特色文化产品。

原创动漫产品。

《圣水河的月亮》演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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