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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记者 王晓伟 李珊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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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上午，平度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暨“知我平度·爱我家乡”
主题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市文广新
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成爱作表态发言。
刘成爱在表态发言中从“普及历史

文化知识，增强百万人民的自豪感；开
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让百万人民享受平
度文化之美；主动与有关部门联合，为
百万人民创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
三个方面作了表态发言。
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增强百万人民

的自豪感。编辑出版《平度历史文化简
明读本》和《胶东王都那人那事儿》两本
书，全面展示平度悠久的历史、古老的
文明、灿烂的文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活
动，让百万人民享受平度文化之美。抓
住元旦、春节前后的有利时机，开展好
“迎新春·贺新年·建家乡”系列文化活

动，举办春节民间广场文艺汇演、花灯
会和元宵节灯谜会等全市性节庆活动；
发挥书画艺术联盟、演出演艺联盟和春
泥诗社作用，举办“千人千作展”，“万福
送万家”等书画公益活动，实施“千场戏
曲进乡村”工程，开展“知我平度·爱我
家乡”大型采风活动，打造“中国书画之
乡”、“中国诗歌之乡”；建立市镇村三级
联动机制，组建乡村乐队，组织文化社
团和“我帮你”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广泛
开展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唱响
“城乡大联欢”文化品牌；实施文化“走
出去请进来”战略，组织好《菜王当家》
区市巡演活动，在北京办好中国乡村阅
读高峰论坛，争取山东省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经验交流大会尽快在平度市召
开；主动与有关部门联合，为百万人民创
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文明联通美好，
文化点亮生活!要切实肩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主动与有关部门对接配合，开展好“致
敬四十年·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图片展、“知我平度·爱我家乡”
电视大奖赛等系列活动，利用“文化平度”
公众号、“文化平度”电视栏目、《文化月
报》等平台，开设“学历史，爱平度”专题讲

座，及时发布文化动态。通过部门联动，上
下互动，社会齐动，不断激发平度文化活
力，不断展示平度文化魅力，不断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

[ 最美文化人 ]
□文/图 宗绪昌 王晓伟 李珊

打击乐在传统戏曲中具有无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是吕剧音乐的主导部
分，它自成体系并以其音响节奏带动全
局、贯穿全剧。年近78岁的杨广义，曾在
平度吕剧团工作了几十年，他将自己家
乡东关村流传的锣鼓敲打方式“锣三
点”引入到剧团的演奏中，丰富了剧团
打击乐的艺术效果，为剧团取得的辉煌
成绩做出了贡献。退休后，杨广义坚持
参与剧团的演出，将自己几十年的演奏
经验传授给年轻人，诠释出完美的艺术
人生。
杨广义是城关街道东关村人，他从

记事的时候，就对村里的锣鼓有印象。
“我五岁记事，1945年抗战胜利，欢天
喜地敲锣打鼓，对锣鼓有印象了。1949
年后，每逢春节给烈军属送光荣灯，叫
成老三点。”杨广义介绍说，那时，他姐
姐在剧团上班，他就经常到剧团里玩，
接触到锣鼓演奏。1956年，平度吕剧团
成立，杨广义成了最早的剧团人。为了
配合演员动作，从那以后，对锣鼓有了
印象。
成立初期的吕剧团，杨广义既要学

习器乐的演奏，还要客串戏中的角色。
后来，剧团到省里汇报演出，团里一位
打鼓的乐手被省里的文化单位相中，调
到了省城工作。剧团紧急安排杨广义跟
这位乐手学习打鼓，从那以后，杨广义
在团里主要担任打鼓乐手。随着学习的
深入和演出经验的不断积累，杨广义对
鼓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杨广义打的鼓还是传统的戏曲锣

鼓。虽然从小就耳濡目染自己家乡东
关村的“锣三点”打击法，但是一直没
有深入学习的机会。1967年，县里组
织拥军慰问团到部队慰问，剧团担任
演出任务。“部队列队欢迎，咱打锣鼓
往里进，进去以后就演出。没有车，用
马车拉道具。崔宝金老师说我们打得
不热闹，东关村打得热闹。他会，我们

学。在山坡上他比画着，念着我们打。
凑起来，以后都打这个锣鼓点。后来越
打越精。受他启发，我干乐队队长，组
织起来，各种乐器加上，上街后轰动了
平度城。”杨广义说。加入“锣三点”的
打击技法后，剧团在演奏上锣鼓铿锵
激越，音乐婉转悦耳，大大增加了热烈
欢快的气氛。
剧团从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初期，限

于当时的条件，台前幕后的工作一直十
分辛苦。那个年代，剧团常年下乡演出，
交通工具方面直到后期才有了拖拉机。
杨广义的妻子也在吕剧团工作，经年累
月下来，老人和孩子照顾不上，家也不
像个家的模样。直到年近五旬的时候，
杨广义申请调入平度剧院工作，并在
2000年从剧院退休。
退休之后，杨广义考虑到，以前锣

鼓都是口耳相传，存在失传的可能。为
了让“锣三点”锣鼓击法得到更好的传
承，他开始将“锣三点”整理成文字资
料，并成功申报为平度市第二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退休以来，杨广义还参与了多种形

式的文艺活动，夏日的夜晚，他活跃在
会堂广场，业余锣鼓队里他是骨干；市

老干部艺术团里，他担任民族乐团副团
长，也少不了他忙碌的身影。但他参与
最多的文艺活动，还是平度吕剧团的演
出。
2018年7月9日，平度市吕剧团倾

情打造的原创大型现代吕剧《菜王当
家》成功举行汇报演出。在此之前，剧团
进行了3个月的封闭排练，杨广义从一
开始就参与到艰苦的排练中。他还秉持
着剧团传帮带的好传统，借排练的机会
下力气培养剧团的年轻人，“锣三点”的
演奏在剧团已经后继有人。同时，作为
一名老剧团人，杨广义时刻关注着剧团
的前途和发展。他对县级剧团发展提出
了一些好的建议。
2018年8月中下旬，杨广义参加了

“山东乡音关东行”演出活动，跟随平度
市吕剧团远赴黑龙江省孙吴县平度村
和吉林省靖宇县，参与了6场吕剧的演
出，总行程达6000多华里。舟车劳顿、
长途奔波，没有阻止这位年近八旬的老
剧团人的脚步，他用行动证明着一个老
艺术工作者对剧团深深的敬畏和爱戴
之情。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杨广义，

愿您艺术之树常青。

平度市文广新局党委书
记、局长刘成爱应邀参加
2018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验交流大会

□半岛记者 王晓伟 李珊 通讯员
宗绪昌 报道

本报讯 11月26日，2018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经验交流大会在深圳举
办。平度市文广新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成
爱应邀出席，来自全国各地开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活动的相关组织、机构
代表等500余人参会。平度市文广新局副
局长张永平、董氏奇穴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主任冯霞一同参加。
本次经验交流大会由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文明传承委员会、深圳市文化和
健康发展促进会联合主办，以“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为主题，与会代表分享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企业、教育、司法、党政机
关、乡镇村、社区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和现
实效果。

发出文化好声音,展现文化新形象
平度市文广新局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

□半岛记者 王晓伟 李珊 通讯员 宗
绪昌 王玉欣 报道

本报讯 12月13日下午，市文广新
局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平度市文广新局
党委书记、局长刘成爱，副局长孙连英，青
岛画报采编设计中心主任杨国姣，青岛新
闻网记者刘小琳，半岛都市报记者王晓
伟，《文化平度》栏目记者袁延杰，平度市
文广新局负责宣传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由孙连英主持。会上，《青岛

画报》、《半岛都市报》、青岛新闻网、平度
市广播电台媒体代表结合自家媒体特点
对2018年宣传工作进行了回顾，并对如
何做好2019年宣传工作畅谈了各自的
想法和建议。
刘成爱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大

家的意见和建议提得都非常好，下一步
会改正过去在宣传方面的不足。4家新闻
媒体的优势各不相同，明年会继续加强
与各家媒体的合作，利用好“一报一刊一
台一网”这四个平台，大家更好的合作来
让平度市的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使平
度的文化宣传效果最大化，为平度文化
宣传工作建立一个更大的平台。

杨广义：奏响剧团锣鼓音

刘成爱在平度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暨“知我平度·爱我家乡”主题教育活动动员大会上作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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