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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经典精粹 展现时代风貌

我市评选出“十大优秀剧团”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全面展示我市文化艺术领域近

年来取得的突出成就，市文化和旅

游局组织开展了喜庆党的百年华诞

——“十大优秀剧团”评选活动。

评选出的济宁市“十大优秀剧团”

有：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济宁市杂技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济宁艺

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济宁市兖州区山

东梆子剧团、汶上县山东梆子保护传承

中心、金乡县金诚四平调剧团有限责任

公司、邹城市非物质文化传承中心、梁山

县山东梆子传承保护中心、嘉祥县李霞

山东梆子剧团、微山县湖光豫剧团。

这十大优秀剧团中有八个国有专业

文艺院团和两个民营院团，近年来，她们

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深入挖掘我市优秀

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复排了一批传

统精品剧目，深入基层一线、面向人民群

众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演出活

动，在我市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为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积极

贡献。

微山县湖光豫剧团成立于
2014年。现任团长满在连，现有
演职人员 30人。代表性剧目有
《七品清廉》《代理村长》《扶贫风
波》《特殊采访》等，曾被评为第二
届山东省庄户剧团大赛“十佳剧
团”，作品入选第十届山东国际大
众艺术节、山东省首届农村戏剧
展演月活动。

（通讯员 张国林 董晓雅）

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成立于
1941年，原为“济宁市豫剧团”。现任
院长张志红，现有演职人员83人。代
表性剧目《桃花扇》《运河老店》《圣水
河的月亮》《孟母》《梦圆黄河滩》等。
剧院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
体”“山东省先进剧团”“市级精神文
明单位”“市‘突出贡献奖’先进单
位”，并被市政府授予集体三等功，山
东省省委省政府授予集体二等功。

济宁市杂技团成立于1950年。
现任团长赵建刚，现有演职员 50
人。代表性剧（节）目有《汉风·百戏》
《不莱梅的音乐家》《梁祝》《岁月》
等。曾被评为“全省文化系统先进集
体”“建设文化名市突出贡献奖”先
进集体，被市委、市政府记集体二等
功，受到中国文化部的通报嘉奖。
2021年，原创节目《岁月》荣获中国
杂技最高奖金菊奖，受到市委、市政
府通报嘉奖。

济宁艺术剧院成立于1956年，
原为“济宁市吕剧团”。现任院长侯
劲松，现有演职人员86人。代表性剧
（节）目有《梦回三迁路》《荡起双桨》
《等你回家》《天使在人间》《农家春》
《灵魂悲歌》《小财会》等，连续多年被
评为文化先进单位，多次受到省委、
省政府嘉奖，被文化部、人事部授予

“全国文化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兖州区山东梆子剧团成立于
1950年。现任团长陈华升，现有演
职人员78人。代表性剧目有《杨震
荐官》《村支书刘运库》《幸福路上》
《泥娃的梦》等，先后荣获中国豫剧节
优秀剧目奖、黄河流域戏曲红梅大赛
金奖、山东省舞台精品工程奖、泰山
文艺奖、中国曲艺节精品剧目奖、第
七届全国小戏展演优秀剧目奖等省
部级奖项20余个，曾被山东省委宣
传部赞誉为“山东省县级剧团的一面
旗帜”。

汶上县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
成立于1952年。现任主任张庆芳，
现有演职人员 36人。代表性剧目
有《尚贤村的烦心事》《黄土黄》《致
富路》《彩礼风波》等。先后获得
2017 年度山东省地方戏振兴与京
剧保护扶持工程项目、2018年全国
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
目、山东省乡村题材小型文艺作品
展演二等奖等奖项。

金乡县金诚四平调剧团成立
于1950年。现任团长田素欢，现
有演职人员40人。代表性剧目
《香兰》《亲家会》《鸡黍之约》《两
条项链》《邻里冤家》等，先后入选
了2017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
演，全省乡村题材小型文艺作品
展演，荣获2019年度济宁市群众
满意先进单位。

邹城市非物质文化传承中
心前身是邹县豫剧团，1953年 3
月成立。现任主任王崇印，现有
演职人员24人。代表性剧目有
《礼乐颂》《礼门义路》《再唱柿子
框》等，曾获山东省政府文化创
新奖，省委宣传部“精品工程
奖”。

梁山县山东梆子传承保护
中心成立于1949年 12月。现任
主任贾玉峰，现有演职人员 43
人。代表性剧目有《抄杜府》《墙
头记》《雷振海征北》《分房》《双
喜临门》等，曾荣获第八届山东
省戏剧红梅大赛表演一等奖。

嘉祥县李霞山东梆子剧团成
立于2000年。现任团长李霞，现
有演职人员30人。代表性剧目有
《三省庄》《千古奇冤》《回娘家》《前
楚国》等，曾荣获省十佳庄户剧团
荣誉称号，荣获山东省“金旋律”大
赛金奖，山东省山东梆子中青年演
员戏剧演唱大赛一、二等奖，山东
省红梅大赛二等奖。

惠民演出惠民演出

戏曲进校园戏曲进校园

《《双喜临门双喜临门》》

《《礼乐颂礼乐颂》》

《《月儿弯弯月儿甜月儿弯弯月儿甜》》

《《黄土黄黄土黄》》

《《泥娃的梦泥娃的梦》》

《《等你回家等你回家》》

《《汉风汉风··百戏百戏》》

《运河老店》

7月15日至21日，《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资助项目名
单》正式对外公示，山东省共32项入围，我市艺术剧院创排的
《荡起双桨》、市杂技团创排的《梁祝》等5个艺术项目入选，涵
盖了大型舞台剧、小型剧节目、美术创作及青年艺术创作人
才等四大类，一次性申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445万元，我市
入选数量、获得资金资助总额位居山东省第一，在全国地级
市中位居首位。

国家艺术基金于2013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是中央财
政拨款，同时依法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的
一项公益性基金。

本次我市入围的项目分别是：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
助项目2项，为济宁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的儿童剧《荡起双
桨》，申报资助资金120万元；济宁市杂技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的杂技剧《梁祝》，申报资助资金300万元。小型剧（节）目和
作品创作资助项目1项，为济宁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的戏
剧小品《灵魂悲歌》，资助资金10万元。美术创作资助项目1
项，为刘昌盛的中国画《天路将军慕生忠》，资助资金前期5万
元。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1项，为曲阜师范大学的陈
培站，资助资金10万元。

近年来，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高度重视国家艺术基金申
报工作，广泛宣传发动，加强指导协调，取得了显著成绩，有
力推动了济宁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2016年至2019年，我
市累计有21个项目得到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获得资助资
金892万元，不论是立项数量还是资助金额，都居全国地级
市首位。在推进国家艺术基金申报工作中，市文化和旅游局
始终做到了“五个坚持”：一是坚持以强化组织领导为立足
点，着力健全机构、加强谋划、深入宣传；二是坚持以强化业
务培训为突破点，着力吃透政策、破解难题、优化服务；三是
坚持以强化审核答辩为根本点，着力创新方法、完善程序、高
效申报；四是坚持以强化项目储备为支撑点，着力突出特色、
全面论证、增强储备；五是坚持以强化跟踪督导为关键点，着
力推进实施、跟进指导、打造精品。目前，全市21个受资助项
目已全部顺利结项。国家艺术基金申报工作，已经成为我市
促进艺术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有力载体。

下一步，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将认真总结，广泛发动，深
挖资源，找准突破，再接再厉，争取在国家艺术基金申报工作
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我市5个艺术项目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位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资助项目名单
（共申请资助资金445万元）

一、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共2项）

1

2

二、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共1项）

1

三、美术创作资助项目（共1项）

1

四、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共1项）

1

申报主体

济宁艺术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

济宁市杂技演艺
有限责任公司

申报主体

济宁艺术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

申报主体

刘昌盛

申报主体

陈培站

名称

儿童剧
《荡起双桨》

杂技剧
《梁祝》

名称

戏剧小品
《灵魂悲歌》

名称

中国画
《天路将军慕生忠》

工作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

申请资金

120万元

300万元

资助资金

10万元

资助资金

前期5万元，
后期不高于
70万元资助

资助资金

书法、篆刻
创作 10万元

济宁市山东梆子剧院 金乡县金诚四平调剧团

济宁市杂技团 邹城市非物质文化
传承中心

济宁艺术剧院 梁山县山东梆子
传承保护中心

兖州区山东梆子剧团

汶上县山东梆子
保护传承中心

嘉祥县李霞
山东梆子剧团

微山县湖光豫剧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