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曲艺舞台更加璀璨
菏泽市曲艺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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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菏泽市曲艺家协会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
讨论并审议会员代表资格审查报
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菏泽市曲
艺家协会章程(草案)，选举产生
了菏泽市曲艺家协会第三届理事
会，并公布了菏泽市曲艺家协会
第三届主席团成员，胡世群当选
为菏泽市曲艺家协会主席。菏泽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强提出，协
会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的原则，以高度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开创曲艺事业新
局面，让曲艺舞台更加璀璨，让文
艺园地更加繁荣。

注重曲艺人才队伍建设

推进非遗传统艺术进校园

菏泽市曲艺家协会注重曲艺
人才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全市
有8个县区成立了曲艺家协会。据
统计，有曲艺演出团体、曲艺班社
200余家，从业人员1000余人。截
至目前，我市拥有国家级曲协会
员58名，省级会员222名，市级会
员659名，县级会员1000余名。为
振兴和发展菏泽市曲艺事业，创
建“中国曲艺之乡”和“中国曲艺
名城”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多年来，菏泽市曲艺家协会
积极组织曲艺家深入生活，加大
采风调研力度，创作了许多优秀
的曲艺作品，在全国全省各类比
赛、展演中获得多项荣誉。在第九
届中国艺术节上，彭根山、胡化山
创作，王振刚、孔鲁顺等演唱的山
东琴书《新风曲》，王岳芳、毕德
利、刘祖国创作，刘瑞莲演唱的坠

子《惊变》，双双获得群星奖。在第
十届中国艺术节上，王振刚、毕
美、李巧莲、孔鲁顺演唱的山东琴
书《亲上亲》，刘瑞莲演唱的坠子

《寸草心》，均获得优秀展演奖；陈
为明等演唱的山东琴书《闹喜宴》
获得群星优秀表演奖；琴筝清曲
弦索乐在“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
种组合展演”中获得表演一等奖。

经过省曲协、中国曲协的考
察验收，2017年4月，牡丹区分别
获授“山东曲艺之乡”和山东省
首个“中国曲艺之乡”的荣誉称
号。2017年11月，郓城县获授“山
东曲艺之乡”，2019年12月得到
中国曲艺家协会关于授予郓城

县人民政府“中国曲艺之乡”称
号的批复。

菏泽市曲艺家协会积极推进
非遗传统艺术进校园，自2004年
起，非遗项目山东琴书在菏泽学
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设立曲艺专业
选修课，非遗传承人李巧莲担任
教师，市曲协主席团专家多次到
校指导，至今培养了具有演出水
平的优秀大学生100余名，分别在
全国和省市级曲艺展演和教育系
统比赛中获得多项荣誉。2015年
起，市曲协和琴筝清曲古乐社又
积极推动国家级非遗项目菏泽弦
索乐、山东古筝乐落户菏泽学院
和济南大学，非遗传承人苏本栋、

胡化山、王振刚、毕美等担任指导
老师，在高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才。

把舞台搭建在基层

把欢笑传送到群众

菏泽曲艺历史悠久，早在宋
元时期，区内便有“诸宫调”流传，
至明代中叶，又演变为“琴筝清
曲”。清代以后，各种民间说唱兴
起并盛行，诸如山东琴书(小曲
子)、山东落子、山东花鼓、莺歌柳
书、坠子书、弦子鼓(山东大鼓)、
三弦书、渔鼓、道情、木板大鼓、山
东快书、竹板书等，有十几种之
多，堪称“书山曲海”。

陈强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更加自觉主动
地为人民说唱。要心系群众、面向
大众，坚持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
把百姓生活作为曲艺作品的主要
内容，写人民、说人民、唱人民。曲
艺要深入农村、社区、企业、校园，
把舞台搭建在基层，把欢笑传送
到群众，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奉献给人民。

陈强要求，要坚持高质量高
水准的艺术追求，推出更好更多
的曲艺作品。推动文化的繁荣，要
推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实现曲艺
的发展，也要推出更多传得开、唱
得响的好节目。坚持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相统一的原则，体现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唱
响唱好改革建设的火热生活，热
情评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憧憬，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要强化精品意识，潜心研究、精心
创作，坚持以对时代、对艺术高度
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作品，深
刻挖掘作品的主题内涵，着力提
高作品的艺术水平。

“坚持在继承中改进创新，增
强曲艺发展的生机活力。近年来，
菏泽市曲艺事业赢得好的发展局
面，就在于不断地推陈出新、吐故
纳新。要保持曲艺发展的旺盛活
力，就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
础上，大力推进改革创新。要以礼
敬的态度、珍视的情怀，对待悠久
的曲艺传统，发掘丰厚的民族民
间曲艺宝藏，用以滋养当代中华
曲艺。要遵循文艺规律，尊重曲艺
家的创造性劳动，发扬艺术民主，
支持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
发展和竞争，鼓励不同流派相互
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陈强
说。

东明农商银行胡庄支行
金融服务送上门

“这么热的天，你们能上门
帮我们办理业务，真是太感谢
了。”日前，李大爷对东明农
商银行胡庄支行的工作人员竖
起了大拇指，表示感谢。

近日，东明农商银行胡
庄支行接待了一位“特殊客
户”的咨询服务，李老汉家里
有两个行动不便的家人，老伴
儿中风瘫痪在床，儿子智力低
下生活不能自理，因为家庭困

难，政府部门给予了低保等资
金补贴，现在却因为银行卡未
激活，资金取不出来，急需用
钱的李老汉于是来到胡庄支行
请求帮助。了解相关情况后，
当日下午2时许，工作人员来
到了李老汉家，利用移动智慧
柜员机，仅用了三分钟，先后
就为李老汉儿子、妻子分别办
理了银行卡、社保卡激活业
务。(通讯员 吴冠华)

菏泽两夹弦现代戏《楼长嫂子》
入选全省舞台艺术重点创作项目

本报菏泽6月4日讯 (记者
李德领) 近日，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公布了2020年全省舞台艺术
重点创作项目入选名单，菏泽市
选送的两夹弦现代戏《楼长嫂子》
成功入选。

据悉，《楼长嫂子》由定陶区
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策划

创作。该剧以一场农民生活方式
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为背景，
生动地表现了农村新型社区建
设和新型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成
果。

《楼长嫂子》入选2020年全省
舞台艺术重点创作项目，标志着
菏泽乡村题材戏曲创作进入一个

新的阶段。接下来，菏泽市将在打
造好《楼长嫂子》这部剧的基础
上，深入挖掘菏泽本地文化资源，
围绕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文明乡
风培育等创作推出一批有思想、
有筋骨、有温度、接地气的优质剧
目，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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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16时30分,中铁·牡
丹城“工地开放日 预鉴未来
家”主题工地开放日隆重启幕。
受邀业主代表先后参观了项目
营销中心、清水样板间、项目一
期工地、中铁建工和北京局生活
区等……

好的产品，应该有好的营造
标准和严格的把控过程。在清水
样板间，业主们不仅可以看到建
筑背后的材料、工艺、工法，并且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铁置业对
品质的严格把控。精挑细选的机
电材料，无数道工艺的混凝土

墙，无可挑剔的基层处理效果，
甚至墙内的钢筋固定方向都在
严格标准体系下有序执行。对于
业主，这不仅是一次全维匠心的
亲临共鉴，更是理想生活的全景
呈现。

面对业主在参观过程中提出
的各种疑惑，现场陪同的工作人
员也耐心细致地解答，并记录下
业主们提出的宝贵意见，以便于
日后及时跟进处理。中铁·牡丹城
正在加倍努力，书写着这份筑家
的答卷。

在参观完工地后，中铁·牡丹

城精心筹备了消夏答谢晚宴。丰
富的烧烤、有趣的表演和刺激的
抽奖环节，家人们在此品鉴美食
的同时热闹相聚、结交新友，生活
的仪式感逐渐成形。从零到一百，
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一套房子
所承载家的品质承诺，莫过于每
一处细节与工艺所融入的用心与
初心，在历经了时间的沉淀后，家
的轮廓逐渐完善，工作人员将经
得起推敲的品质与细节在业主面
前实地剖析，同时接受来自业主
的监督和建议，给业主缔造一个
满意的家。

工地开放日，礼遇友邻情
打开墙里的世界，让品质眼鉴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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