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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百姓已经
由主要渴望物质需求，转化为主要渴望
精神需求。今年以来，胶州市文广新局
通过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文
化队伍培训等方面精准施策，推动文化
惠民乐民，努力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精神食粮，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感。

设施多了 百姓更便利

“每周三周五在市文化馆排练合
唱，晚上去市民广场跳广场舞，其他时
间可以到市图书馆看书”对于住在城市
里的王世宽来说，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供其选择。而胶东街道办事处大麻
湾三村的村民张进文的业余生活也没
闲着：每天晚上六点半准时在村文化活
动中心进行排练，一群茂腔爱好者聚在
一起，唱着经典的茂腔唱段，不时博得
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排练完接着去村
里的文体小广场上扭扭健身秧歌，想
“充电”时就去村农家书屋读书看报。
“现在农村文化设施好了，百姓能参与
的活动多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好。”
张进文说。
今年以来，胶州市文广新局把加强

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对全
市12个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在免费开
放、文化活动组织等方面进行了指导，
为阜安街道、胶东街道、李哥庄镇等文
化站配送了电子阅读机。投入200余万
元，重点提升了50个村（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设施水平，更新补充了图书、
阅览家具、锣鼓家什等文化设施及器
材。一批新改建的村（社区）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城乡“十
分钟”文化服务圈已基本形成。如今，胶
州市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已实现了
全域覆盖，大大提高了广大城乡群众就
近享受文化服务的便利性。

活动多了 百姓更欢乐

每年举办大型演出200余场，送戏
曲、送歌舞演出下乡800余场，送公益电
影放映10000余场……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不仅让普通群众的生活越来越
多姿多彩，也让文明之花、文化之花在
胶州市遍地绽放。胶州市文广新局不断
完善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对接机制，从
年头到年尾，一个个品牌活动不断档，
一场场精彩演出接连上演。
作为胶州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的

开年大戏，“我的中国梦——— 秧歌贺
新春 共舞新时代”2018年新春秧歌
会在胶州市民广场和6个镇级分会场同
时举办，共有110支队伍，5000多人参
与表演。26年来，新春秧歌会一年一届，
通过组织秧歌队伍展演，全市城乡共
舞，全民欢动。今年以来，胶州市先后举
办了“非遗大拜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遗展演、胶州历史文化名人画像

展、民间剧团表演赛等大型群众文化活
动，启动了2018年“拥抱新时代·庆祝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广场文艺周周演活
动，将在三里河公园中心会场和各镇
（街道）文化广场组织各类文艺专场演
出100余场。文化馆、图书馆、大沽河博
物馆累计举办各类文化展览展示、讲座
培训活动20余次，“三馆”免费开放累计
接待市民近百万人次。随着公共文化服
务及免费开放水平的提升，文化艺术逐

渐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队伍多了 百姓更自信

“群众喜欢看什么，群众文化怎么
搞，群众最清楚。把他们集合起来组成
邻里艺术团，在家门口自己编、自己演、
自己看，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
激发了群众参与文化的积极性。”胶州

市文广新局局长杨世景说。胶州市通过
组建邻里艺术团，这些常年活跃在基
层、扎根于群众当中的艺术团体和业余
文艺骨干，不仅是群众文化活动热心的
组织者、参与者，也逐渐成为群众认可
欢迎的“草根明星”。
不过，这些邻里艺术团在排练、演

出过程中也有很多困难，比如：缺乏专
业老师辅导、缺少专业化培训等等，这
些都阻碍了这些民间文艺团队演出水
平的提高。今年以来，胶州市文广新局
通过现场辅导、专门培训等方式，加速
提升民间文艺骨干的艺术水平，先后举
办了民间剧团培训班、邻里艺术团培训
班、胶州吹打乐培训班等3期，培训文艺
骨干500余人次，实现了培训一名骨干、
带动一支队伍的良好效果。截至目前，
全市已成立邻里艺术团50支，具有公共
演出能力的民间剧团30余支，文艺志愿
者队伍达300余人，指导成立了800多
支村级文体队伍。通过组建高水平群众
文化队伍，搅活了农村群众文化活动这
一池春水，增强了群众的文化自信。

“食粮”多了 百姓更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方
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的内在
要求，也是提高文艺作品质量的必然规
律。胶州拥有胶州秧歌、茂腔2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胶州八角鼓、胶州剪
纸等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悠久的
历史文化，为广大文艺工作提供了丰富
的创作资源。
今年1月，胶州市茂腔秧歌艺术传

承保护中心表演的茂腔、胶州秧歌节目
参加了由中宣部、文化部主办的2018新
年戏曲晚会，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
观众展示了胶州传统文化的魅力；6月，
胶州秧歌、胶州剪纸、胶州黑陶等作为
青岛元素的代表，亮相上合青岛峰会，
赢得了中外来宾的广泛赞誉。大型茂腔
现代戏《秧歌乡的故事》入选“2018年度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
扶持剧目”，胶州吹打乐作品《胶州秧歌
风》、胶州秧歌《翠花·鼓子·醉秧歌》分
别入选2018年度山东省群众艺术优秀
新创作品，文艺精品创作实现了新的突
破。为了让城乡百姓近距离观赏这些文
艺精品，6月19日晚，胶州市文广新局在
三里河公园广场组织了专场演出，近三
年来创作的文艺精品节目悉数登场，参
加上合青岛峰会灯光焰火艺术主题晚
会演出的胶州秧歌《齐鲁风韵》更是赢
得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此外，胶州
市文广新局还组织胶州市茂腔秧歌艺
术传承保护中心、胶州市文化馆开展了
送文艺精品进乡村、进企业、进军营、进
学校活动，今年以来已演出200余场次，
有力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生活幸
福感。
胶州市文广新局牢牢把握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大程度满足广大城
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百姓生活的幸福
感明显增强。有位老伯说：“如今的日子，
乐子多了，心情好了，生活更有滋味了。”

丰富市民文化精神粮
铸造百姓生活幸福家
胶州市文广新局精准施策推动文化惠民乐民

胶州市
文化馆“快乐
假期跟我学”

暑期公益培
训，舞蹈老师
正在培训舞
蹈。

参加上
合青岛峰会
灯光焰火晚
会胶州秧歌
表演的小嫚
与导演张艺
谋合影。

“我的中
国梦—秧歌
贺新春 共
舞 新 时 代 ”

2018年新春
秧歌会演出
现场。

胶州秧
歌登上上合
青岛峰会灯
光焰火艺术
主题表演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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