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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也不
断地在艺术作品中加入真情实感和阅历经验，使
曲艺等非遗文化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并
且在传承中激发活力，不断创新，反映时事，折射
生活。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曲艺保护传承，大力扶
持传统曲艺发展，加强曲艺人才队伍建设，有力推
动了曲艺艺术的繁荣振兴。目前，我市拥有国家级
曲艺类非遗项目2项，省级曲艺类非遗项目7项，
市级曲艺类非遗项目26项；国家级曲艺类代表性

传承人2人，省级曲艺类代表性传承人2人，市级
曲艺类代表性传承人42人。

此外，我市连续举办的“千年运河曲声扬”曲艺
汇演、“讲述中国故事”——济宁市优秀非遗展演项
目走基层惠民巡演、非遗传承人师徒同台展演等活
动，挖掘了一大批年轻曲艺人才，创作了一批聚焦
新时代风采的优秀曲艺作品。同时，深入推进文旅
融合，依托旅游景区、公共文化场所，建设恢复“曲
艺书场”，不断推进济宁曲艺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进
一步塑造济宁“曲乡艺海”风貌。

咱有了自己的“曲艺园子”
听书、听曲儿、听相声就来南池曲艺厅

本报记者 王艳茹
通讯员 夏冰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讲好济宁非遗
故事，振兴济宁曲艺事
业，近日 ，第五届南
池书会开幕暨山东省
非遗曲艺书场授牌仪
式在南池曲艺厅隆重
举行。

“曲兴社”南池书场是按照文化和旅游部《曲艺
传承发展计划》有关要求，建设开展的“非遗曲艺书
场”。目前已作为全省首批五个试点之一，被评为

“山东省非遗曲艺书场”，是我市城区范围内唯一一
家非遗曲艺书场。演出场地为位于任城区南池公
园景区的“南池曲艺厅”，占地200余平方米，可容
纳观众60余人。主要演出山东琴书、山东落子、山
东花鼓、山东快书、山东渔鼓、快板书、相声等非遗
项目。

为持续推进“非遗曲艺书场”模式，我市积极挖
掘、整理曲艺优秀传统节目，整理具有济宁特色的

中长篇传统曲艺书目；围绕中国梦、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济宁传统故事等主题开展创作，对传统节目
进行改编或再创作，增强其表现力和吸引力；采用
师父带徒弟的方式，口传身授进行一对一培训，加
强曲艺普及和人才培养，持续推动演出曲目逐渐丰
富，传承队伍有效扩大，曲种特色更加鲜明，充分发
挥“非遗曲艺书场”的示范带动作用。

授牌仪式过后，在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环节，极
具济宁本土文化特色的落子、渔鼓、山东快书等精
彩表演一一亮相，让到场观众深切感受到了济宁本
土曲艺的非凡魅力。

非遗曲艺书场展现本土曲艺魅力

济宁，既是京杭大运河上的主要港口城
市，又是鲁西南政治、军事、经济重镇。万商
云集，百业兴旺，曲艺等文化娱乐活动也是兴
盛非常。茶社、书棚、曲艺棚规模虽不大，也
能让百姓在繁忙劳作之余稍作放松。

民国初年，济宁在北菜市修建了一座“中
华戏园”，虽然布置简陋、芦席盖顶，仅可容
200名观众，但是作为城区的第一座戏园，仍
然吸引了众多的曲艺界艺人，每天来此固定
演出，旧时济宁戏剧、曲艺、评书艺人大都居
住在厅门口街、更道街、熊家街或北菜市附近
的察院街、四道弯街、卫门口街。每天中午至
太阳落山，说唱声、叫卖声此起彼伏，百姓熙
熙攘攘，喝茶说书的地方也成了城区最热闹
的去处。

民国时期，济宁城区先后建成了戏园、茶

园，经常有河北梆子戏班上演，城乡也有不少
业余爱好者演唱，时常博得观众掌声雷鸣，场
场爆满，未挤进戏园的，就在园外爬墙看戏，戏
散场后街巷间来往问候也常以此为话题。城
区的茶园，有时也会聘请曲艺或评书艺人，在
茶园内设台常年说书，定时按段落收费，市民
饮茶娱乐两相宜。

1920年至1945年，京津宁沪的艺人们也
纷纷来济宁茶舍戏园演出，茶社内的曲艺有
天津来的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鼓、济
南晨光茶社来的相声与河南坠子等等，轰动
一时，好不热闹，济宁成了名副其实的“曲乡
艺海”和南北艺术交流中心。

之后茶社戏园几经起落，远远非当时可
比，新的电影院、剧院、曲艺厅不断涌现，人们
的生活更加丰富，但是曲艺也已非昔日原貌。

近日，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公布了2020
年128个“全国生态文化村”名单，邹城市
田黄镇林丰村榜上有名，成为继2019年
栖驾峪村后，田黄镇又一个获此殊荣的
村庄。标志着田黄镇生态文明建设达到
一个新高度，“邹东深呼吸”有了一张“新
名片”。

田黄镇位于我市东部，是典型的山区
镇，也是革命老区，境内大小山头72座、河
流9条。素有“绿色海洋、天然氧吧”之称
的十八盘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坐落其中，望
凤石、金蟾望月、白龙沟、仙姑兔子庙等
景点，星落分布。近年来，该镇利用其优
美的自然风光为推进生态开发建设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外
人眼中仍然是“养在深山人未识”，究其
原因，主要是生态文化建设缺少叫得响的
品牌，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领头雁”严重
不足。

田黄镇乡村振兴服务队进驻以来，经
过反复调研，认为必须立足该镇“生态农业
镇”的定位，依托其独特的生态优势、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大打“生态牌”、唱好“山
水戏”，擦亮生态文化的“金字招牌”。服务
队坚持“一村一策”、“因村施策”的方针，积
极帮助有条件的村庄申报各级、各类荣誉
称号，通过品牌战略破解田黄镇生态文化
振兴工作瓶颈，助力该镇生态振兴提档升
级。2019年以来，共申报2个“全国生态
文化村”，1个“山东省森林村居”，2个“省
级经济林标准化示范园”，1个省级美丽乡
村，2个市级美丽乡村。在典型的示范带
动下，自建美丽乡村8个。

经过不懈努力，田黄镇生态文化品牌
效应逐步显现。近期，大峪口大学生写
生基地即将迎来首批客人入驻创作。《饮
水思源-红歌大家唱》活动在田黄进行了
拍摄。各地踏青、观景的游客也纷至沓
来。生态文化建设不仅营造了绿水青山
的宜居环境，也打造了乡风淳朴的人文
之地，更为该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
力支撑，开辟了一条经济、生态良性发展的
新途径。 （通讯员 孔明）

不断推进济宁曲艺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擦亮生态品牌

助推生态振兴

近日，安阜街社区网格中心开展了液
化石油气安全使用宣传活动。

活动中，安阜街社区网格员向该居民
及周边所有液化气用户讲解液化气安全
使用知识。通过面对面的宣传与交流，有
效普及了液化气安全使用知识，进一步提
升了居民和商户安全用气意识和应急防范
意识。 （通讯员 史勤冉）

液化气安全宣传进社区

老济宁“曲乡艺海”盛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