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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宋静涵  

    10月30日，记者在“走在
前、挑大梁”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最美滨州篇章主题系
列新闻发布会——全面提升
文化品质专场上获悉，近两
年，市文联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团结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立
足文化品质更好，持续推动深
化改革、创作出版文艺精品、
做优做强文艺品牌，以品质文
艺助力品质之城。

持续推动深化改革，打通
服务群众最末端。因地制宜
推动基层组织建设，所属17个
市级文艺家协会实现基层党
组织全覆盖，建立91个乡镇文

联，在全省率先实现乡镇文联
全市覆盖，获全省文联基层组
织建设优秀单位。深入开展

“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完善
县级文艺之家功能，探索艺术
乡建融入社区治理、赋能乡村
振兴新路径。沾化区以 12 个
乡镇（街道）乡村振兴原创歌
曲整体上报的“沾化旋律”被
省农业农村厅确定为全省乡
村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
阳信县启动“文艺书记”试点，
沾化区借助小戏小剧等文艺
力量，以文化人、推动移风易
俗。

创作出版文艺精品，丰富
滨州故事作品库。创作推出
长篇小说《老渤海》、长篇报告
文学《渤海魂》两部红色巨作，

《老渤海》入选中国作协新时

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重点项
目和中宣部 2024 年主题出版
重点出版物选题，《渤海魂》作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主
题策划，在山东文艺广播电台
持续播出，全景式展现了渤海
革命老区波澜壮阔的峥嵘岁
月，系统塑造了革命先烈英勇
伟大的光辉形象。举办两届
中国·滨州黄河文化散文季，
出版发行散文集《大河归处》

《血脉之河的上游》，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声乐作品《村长外
号叫“老邪”》、中国画《黄河
谣》、记录类组照《零接触》等7
部作品获山东省文艺最高奖

“泰山文艺奖”，历史最佳。首
部渔鼓戏电影《枣乡喜事》获
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三项
大奖，剧本《一念》《飞烟迷案》

分别获第 36 届田汉戏剧奖二
等奖和“戏剧中国”2022 年度
戏曲类最佳剧本。渔鼓戏《煮
海》入选第二批“齐鲁文艺高
峰计划”重点项目。山东快书

《兵法颂》、小剧场渔鼓戏《今
夕何夕》两个作品入选省文联
首批文艺创作扶持项目，数量
位列全省各地市第一名，《今
夕何夕》还是山东省唯一入选
中国文联 2024 年度青年文艺
创作扶持项目。

做优做强品牌活动，擦亮
滨州城市文化名片。经过积
极争取，主办承办省级以上品
牌文艺活动29个。其中，全国
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
全国美丽乡村优秀曲艺节目
展演两个国家级品牌活动永
久落户滨州，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全省农民戏剧展演月、山
东省小品新作大赛、山东省少
儿曲艺展演三个活动均连续
两届在滨州举办，广大居民家
门口看省赛国展正在成为日
常，有力带动提升了滨州城市
形象。积极开展文化对外交
流，在尼泊尔国家旅游局举办

“尼泊尔/山东（滨州）摄影文
化周”，在北京等驻外招商机
构举办了“品质滨州”摄影展，
向国内外宣传展示品质滨州
发展成果。广泛开展“文心向
党·艺润滨州”文艺志愿服务
活动 200 余场次，直接服务群
众百万人次。连续两年举办

“文联陪您过大年”优秀文艺
作品网络展播，阅读量超1800
万，列全省第一。

滨州市文联深化改革创新
以品质文艺助力品质之城

□晚报记者 宋静涵  

    10月30日，记者在“走在
前、挑大梁”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最美滨州篇章主题系
列新闻发布会——全面提升
文化品质专场上获悉，滨州市
紧扣“文化品质更好”这一目
标，立足孙子故里、吕剧之乡
的靓丽名片，坚持守正传承、
创新发展，植根传统文化沃
土，文化“两创”绽放蓬勃动
力。

艺术创作成果丰硕。坚
持以精品剧目奉献人民，近两
年来，先后创作大型优秀剧目
5 部、小戏作品十余部。吕剧

《烈烈渤海红》获泰山文艺奖，
戏曲电影《枣乡喜事》获三项
国家级大奖，剧本《一念》获第
36 届田汉戏剧奖，2 部小戏作
品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2 部
小戏入选全国优秀小戏小品
展演，省文旅厅点赞表扬。今
年以来，我市新编历史京剧

《孙武》、小剧场渔鼓戏《今夕
何夕》、大型现代渔鼓戏《煮
海》成功首演，少数民族题材
吕剧《长调悠悠》启动创排，

《回马枪》《黎明前夜》等一批
精品小戏立上舞台。在刚刚
闭幕的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
术节上，我市吕剧《烈烈渤海
红》、渔鼓戏《煮海》双双斩获
山东文化艺术“优秀剧目奖”，
演员张明霞获山东文化艺术

“优秀演员”，东路梆子小戏
《除夕夜》获评山东省群众艺
术优秀作品，创造我市在历届
山东文化艺术节上最好成绩。

文艺环境更加优渥。强
化改革赋能，整合市级三大国
有文艺院团创新成立市文化
艺术研究院，为全省首例、全
国首创，为其他国有文艺院团
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儿童
剧《九色鹿》、吕剧《李二嫂改
嫁》等剧目在全国保利院线巡
演70余场，实现营收200余万
元，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双提升。2024年，孙子文化主
题儿童剧《小虎滨滨历险记》
在全国保利院线巡演20场，进
一步拓宽“院团+院线”的市场
化发展路径。强化人才保障，
王新生入选“省戏曲名家工作
室”，臧宝荣获“戏剧中国”
2023 年度人物荣誉称号。拓
宽院校合作、以才引才渠道，
先后从中国戏曲学院、山东艺
术学院等文艺院校引入专业
人才 35 人。在全省中青年戏

曲演员大赛中，参赛人数、获
奖数量均居全省第一。强化
平台支撑，成功承办第十三届
山东文化艺术节新创作优秀
剧目评比展演及闭幕式，省内
7部优秀剧目在滨州3家剧场
展演，为全省文艺创作搭建交
流展示平台，推动滨州文艺事
业和文化品质迈上新的台阶。

群众文化蓬勃发展。“村
晚”活动整体成势，阳信县水
落 坡 镇 祥 和 新 村 村 晚 入 选
2024 年全国春季“村晚”示范
展示点，自全国“村晚”示范展
示活动开展 4 年来，滨州市连
续 4 年 13 场“村晚”入选全国

“村晚”示范展示活动，5场“村
晚”入选全国“村晚”示范展示
点，打造了群众家门口的全国

“村晚”品牌。成功承办“歌唱
祖国”2024山东省群众合唱展
演，滨州市群星合唱团荣获全

省群众合唱展演一等奖第一
名；阳信鼓书院作为全省 3 个
代表团队之一参加全国“百团
汇演”；东路梆子小戏《除夕
夜》获评第十三届山东文化艺
术节群众艺术优秀作品；配合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群星
合唱团参加全省双拥主题歌
咏比赛，获一等奖第一名。

文物保护扎实有效。近
年来，新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处，新公布第六批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38处，杨家盐业遗址
群列入国家文物局“十四五”
专项规划，丁公遗址保护规划
获国家文物局批复，龙华寺考
古遗址公园获省级立项。“十
三五”以来省级以上文物保护
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率稳居全
省第一。率先在全省出台国
有建设用地考古前置实施意
见，“先考古、后出让”稳步推

进，“四化”保护经验推报中央
改革办，在中国旅游报刊登推
广。2024年，全力推进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阳信县入
选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县（全省
共7个）。

非遗传承亮点纷呈。连
续四年实施“唱响吕剧”工程，
建成开放吕剧起源馆、（中国）
吕剧博物馆，建设吕剧基因数
据库，数字化记录吕剧的起
源、发展和传承，打造全国吕
剧文化的“百科全书”。博兴
县吕剧扽腔艺术传承保护中
心获评“全国先进文艺院团”。
两年来，新增省级非遗传承人
19人，评选市级非遗传承人49
人。依托“非遗进校园”活动，
打造“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学习
教育的探索实践”案例获评第
五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沾
化渔鼓戏‘一部小戏走全国’
品牌战略”案例获第六届山东
省文化创新奖。两项案例获
评首批山东省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典型案例。沾化渔鼓戏

“三合三化三融入”非遗进校
园传承体系建设实践案例入
选全省“非遗进校园”优秀实
践案例。惠民县胡集镇获评
省文化生态名镇，无棣县“打
造非遗街区”工作获评省非遗
保护十大亮点工作。省级孙
子文化（惠民）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设加快推进，胡集书会非
遗传承保护发展综合体完成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在滨州大
地生生不息、焕发时代风采。

文化“两创”激发滨州文旅新活力

77月月44日晚日晚，，首部小剧场渔鼓戏首部小剧场渔鼓戏《《今夕何夕今夕何夕》》在滨州大剧院精彩上演在滨州大剧院精彩上演。（。（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