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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庄户户剧剧团团显显活活力力
草草根根文文艺艺放放异异彩彩
——— 商河县文广新局搭台让百姓唱戏

在玉皇庙、龙桑寺等5
个镇上，新兴了这样一个
个“文艺团体”。一群庄户
人，自编自导自演，用喜闻
乐见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
生活，给乡亲们带来具有
商河特色的群众文化盛
宴。他们，就是刚刚成立
的“庄户剧团”。据了解，
今年4月份以来，商河县
文广新局扶植培育了首批
五个“庄户剧团”，目前均
可独立承担演出，为“一村
一年一场戏”送戏下乡工
程注入了新鲜活力，是县
文广新局创新文化服务的
又一力作。

挖掘身边人，表演身边事
调动群众积极性

夏日的晚风拂过，一扫白天的炎
热，吃过晚饭，褪去白天劳作的忙碌，
商河县郑路镇秦家圈村的村民们三五
成群向村委会大院集合。在那里，一场
由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庄户大戏”
即将上演，这样的热闹场景是县“一村
一年一场戏”送戏下乡工程的真实写
照，更是今年县文广新局重点扶植、
培育的“庄户剧团”的优异成果展。

秦家圈村民秦发广一句话揭开
了庄户剧团表演的神秘面纱。“这小
品里说的珍珠红西瓜，俺家大棚里就
种着，三句半里说的‘党的政策服务
好，一到60就领钱’，俺到年底就够年
龄了，说的都是身边事儿。”没有绚丽
的舞台，没有复杂的形式，他们用朴
实的方式演绎着“身边事”。目前，5家

“庄户剧团”均有“自创”节目，像郑路
镇庄户剧团的《家和万事兴》，以快板
的形式引导村民们尊老爱老，向群众
传递正能量；怀仁镇庄户剧团的《党
的惠民政策好》，将党的富民好政策
以小品的形式传递给百姓。党的政
策、县里的重点工作都以这种形式潜
移默化地走向基层。

据县文广新局副局长于富华介
绍，有些地区的“一村一年一场戏”活
动由个体演艺团体担纲完成，群众没
有参与感。为避免活动只走过场不走
心，文广新局引导、鼓励群众自编自
导自演，充分发挥民间高手的力量，
让老百姓自己演绎自己的生活，自己
讲述自己的故事，用群众看得见的身

边事例去感人和激励人。

配全套设备，送专业教学
提升表演专业性

专业的音响、话筒、灯光设备，大
气的舞台装置，统一的背景幕布……
玉皇庙镇庄户剧团的设备组刚到村
里搭台，就吸引了村里人的目光。“设
备往这一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草
台班子，我们也是专业人！”县文广新局
为提升庄户剧团的标准化和表演的专
业性，为其添置了价值近20万元的演出
器材，并派出2名专业灯光音响师对各
庄户剧团进行辅导培训，为庄户剧团
的品质提升做好后勤保障。

除了送去专业的全套设备外，文
广新局还为各庄户剧团配备了专业
指导老师，提升演出的专业性。郑路
镇庄户剧团团长刘焕金说，文广新局
的指导老师们进行教学后，团里演员
的演出水平大幅提升，演出质量也得
到了保证，到村里演出时明显感觉到
村民们的鼓掌声多了。

县文广新局局长陈成金看了5个
庄户剧团的演出后，颇有感触。他说：

“以前我们是‘送文化’，现在我们也
‘种文化’，‘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
合，才能把文化送到百姓的心坎上。”

事前重点指导，事中全面监管
完善剧团系统性

“整场演出看下来，有歌舞有小
品，有京剧有秧歌，我觉得不比春晚
差多少！”“可不是么，比在家里看电
视强！”看完龙桑寺镇庄户剧团的演

出，三官庙村村民们意犹未尽，回家
的路上还在讨论着刚刚看过的演出。

为保证庄户剧团的演出质量，县
文广新局创新工作模式，实行“事前
专业指导、事中全面监管、事后总结
提高”三位一体的模式，在庄户剧团
演出前，对庄户剧团报送的每一个节
目都进行严格审查和指导，确保高水
平的演出质量后才让其登台演出；节
目演出过程中，也派专人不定时不定
点到各庄户剧团巡演点进行监督指
导，确保节目按照审查时的高标准高
质量送入千家万户；庄户剧团每场演
出中或结束后，各剧团负责人也会在
县文广新局“庄户剧团”微信群里汇
报演出现场的情况或是在演出中遇
到的状况，县文广新局的相关负责人
会一一进行点评和指导。

自今年4月份，县文广新局启动
“庄户剧团”项目以来，5家庄户剧团
已送出演出90场次，覆盖90个行政
村，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了文化盛
宴。县文广新局局长陈成金说，在加
强对既有庄户剧团的培养和扶植的
同时，之后会进一步挖掘民间艺人，
争取再打造一批群众叫好的庄户剧
团，实现每个街镇至少一家，让群众
足不出村就可享受文化盛宴，也将继
续加大扶植力度，支持庄户剧团在推
进文化惠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其
提供更多的演出、交流机会,让民间的
文艺爱好者能圆舞台梦。此外，也将
继续创新文化下乡服务手段，积极利
用新媒体资源，通过商河县文广新局
微信公众号（文化商河）等数字平台
让庄户剧团的服务实现流动人口的
全覆盖。

庄户剧团带来精彩的舞蹈。

二胡表演

庄户社团成员在演出

郑路镇的鼓子秧歌

庄户剧团下村演出

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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