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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省委要

求，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连续四年组织

开展的“甘肃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评选中，涌现出一批有特色

有影响的创新成果，先后有 66项成果分获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原创

奖、创新奖和创新提名奖。

为进一步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

新，我们从各地各方面近年来申报的创新成果中精选出 33个案例，组

织编写了《甘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案例选编》。全书所选案例，涵

盖理论武装、新闻宣传、网络宣传和管理、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

建、文化建设、文化改革发展、对外宣传等方面。每个案例对创新成果

的源起、思路、办法和成效作了全面展示，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操作性

和可读性，便于参考借鉴。

本书编纂经省委宣传部部务会同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连辑对推

广创新案例提出明确要求，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建昌审定了全书，

副部长高志凌指导了具体修订工作。各市州党委宣传部、省直宣传文

化单位、部分大专院校分别承担了相关案例的撰写工作。省委宣传部

政策法规研究室承担了案例的征集和汇编任务，杨文福、李敏娜、李庆

说 明

1



武、肖怀德、张娜等同志参与组织编写。

由于时间较紧，难免挂一漏万。不足之处请指正，便于我们在今后

的相关工作中不断改进。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飞天出版传媒集团和甘肃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

持。

编 者

201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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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户人家“艳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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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正月，正是农闲时节，可皋兰县的农村却另有一番忙碌景象:秦腔

“好家”自己排演的剧目登上了镇里的大戏台，十里八乡的村民天天都

来捧场；兰州鼓子爱好者三五个就能凑成个“班子”，有事没事唱上一

段，闲适得像在茶馆里消磨时光。皋兰县响应省市“乡村舞台”建设，

推出“一村一品”群众性文化精品创建工程，“把观众变成演员，把群众

变成主角”，在皋兰县的 6个镇、57个行政村遍地开花，歌舞、音乐、

曲艺、大戏、小戏、小品，家家懂文艺，村村有精品，在创新农村公共

文化服务模式方面做了有益尝试。

破题：从文化低保到文明普惠

农村有没有文化？很多人认为

没有。或者说，长久以来，农村文

化在和城市工业文明的对撞中，处

于弱势地位，逐渐被边缘、被取代、

被异化。但是，当城市文明被移植

到农村，又出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

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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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甘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创新案例

各种文化下乡确实给农民带来了一场场高品质、高水平的文化盛

宴，解了农民的文化之“渴”。但是，文化大餐，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对于农民来说，城市来的“大戏”固然新鲜，但他们更愿意看自己村里

的“小戏”，更需要源于农村、源于农民的乡土文化的滋润。

那么，农村如何能有“文化味”？皋兰县的“一村一品”群众文化

精品工程就是一个破题之举。

“龙走了，蛇来了……”央视春晚在电视上闹新春，而在庄子坪村

委会大院内，农民们的春晚也毫不逊色。“农民手里有了钱，重大事

情记心间；第一供娃把书念，第二还想搞基建……”集体快板《我来

说说十八大》说出了农民们的心声。

从去年腊月起，庄子坪村委会大院内天天都这么热闹，几个村民

就是一台戏。进了农历正月，皋兰县的春节文艺展演就拉开帷幕。名

藩广场上，村村寨寨的文艺晚会一台接一台。

如今，还没进腊月，闲下来的农家大院里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了。

而这源于一个“文化低保”的梦想。从 2009年起，皋兰县按照农

民年人均 3元钱的标准，将“一村一品”文化精品工程创建经费列入

财政预算，直接用于支持基层开展文化活动。农村文化第一次吃上

“财政饷”。30多万元虽然不是大数目，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作为兜底保障，也被称为农民的“文化低保”。就是这笔“文化低

保”，搭起了农村文化繁荣的舞台，逐渐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农民自办”的经费筹措机制，“一村一品”群众性文化精品创建工程在

皋兰开花结果。

那一年，有了第一笔投入，庄子坪村村民杨增东和哥哥两个人，拉

起一队人马，组建了村民业余艺术团，吹拉弹唱地“玩”上了艺术。慢

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甘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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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地，村里爱好艺术的人也都聚到了艺术团。不论农忙农闲，每天晚上，

村委会大院里人声鼎沸，弹的弹，唱的唱，舞的舞，热闹非凡。

春节期间，一个个诸如《农民也能办春晚》《小山村里的“一村一

品”》等之类的标题，一时间出现在各大报纸、网络的醒目位置。一石

激起千层浪，许多城乡居民纷纷向宣传部门或媒体投信、留言、打电

话，述说着他们村里“一村一品”的特色精品与美妙之处，希望这些作

品也有机会搬上舞台和荧屏。一位网友说，从乡村田野走上舞台的农

民，大胆展示自我，一个接一个地亮相，从此走上了艺术殿堂，展示出

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新魅力。

现在，庄子坪村民业余艺术团开始有了一些商业演出，虽说挣的钱

铁芯子

一曲兰州鼓子，悠哉乐哉

小县城里的大戏台

用“一村一品”群众文化精品 活跃“乡村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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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甘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编创新案例

不多，但是已经不那么“业余”了。“现在，业余艺术团大型演出一年

能演十几场。有的人农活忙，宁肯不吃晚饭也要来排练。许多人把以

前打牌喝酒看电视的心思都用在了活动上，大家的精气神明显积极向

上了。”艺术团团长杨增东说。

从庄子坪的村民业余艺术团开始，从 3元钱起步，从此铺开了皋

兰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低保之路，“一村一品”慢慢走遍了皋兰县。

从文化低保到文明普惠，“一村一品”逐渐改变了一个个小乡村的文化

生态和村民们的精神状态。

培育：变“送”文化为“种”文化

文化，必须根植于土地，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送文化到种文

化，一字之差，理念不同。送，是单方向的，是灌输；种，是自生的，

长出自己的内生动力。

在“一村一品”群众性文化精品工程创建活动中，皋兰县紧抓机

遇，变送文化为种文化，走好了三步棋：选好种子，松松土，浇浇水。

选好种子，指的是选好适宜发展的文艺节目。通俗讲，要选符合

乡规民约、彰显邻里和睦，在农村有文化基础，农民感兴趣的文化种

子，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

共鸣。深一点讲，当然是要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农民的道德素质，培育知

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的文化种子，选取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能够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种子。

兰州鼓子，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

据水阜乡金城古乐兰州鼓子艺术团团长宋辉祖介绍，现在会唱兰州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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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人不足 300人，原本五大流派，现在仅存其三。关于保护，他认

为，除了政府的大力推动和规范外，村民的参与和传唱非常重要。

艺术团目前共有正式成员 65人，农闲的晚上大伙就会聚到一块唱

鼓子。水阜乡水阜村村民张转德姐妹，就是兰州鼓子的爱好者。“一天不

唱，心里就不舒坦。”张转德说。

前不久，又是艺术团的活动时间。“旭日东升，南湖游船红……”

张转德跟着大伙儿一字一句、一板一眼地起调、转韵，十分认真。原

本，张转德唱的是现代曲目，最近开始学古韵唱传统曲目。按宋辉祖的

话说，这才进了鼓子的“门”儿。

72岁的仲东位，已经唱了 50年鼓子，给大家表演了一段排调，一

用“一村一品”群众文化精品 活跃“乡村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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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彩。张转德说，姐姐张转琴前几年也爱唱。她家开

了个磨坊，白天磨面是个“面人”，晚上擦粉和大家一起唱鼓子，就是

“粉人”。今年，因为儿子要考试，张转琴到县城陪读去了，不然铁定在

这儿唱呢。

当然，一件新生事物的诞生和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靠县委

县政府在关键时刻，松松土、浇浇水，出台政策、拿出资金，下大力度

进行扶持。

宋辉祖说，原先只是村民自娱自乐的小曲儿，现在有了政府支持，

搭起这么大的平台，说明兰州鼓子的春天到了。从装备到群众的参与，

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在参与式文化保护过程中，村民们也得到了

传统文化的润泽。

有了“一村一品”群众性文化精品创建工程的专项经费，水阜乡还

在水阜中学开设了鼓子班，专门招收当地小学和初中的学生，目的就

是为了把这项艺术传承下去。

紧接着，皋兰县委宣传部因势利导，先后策划引导帮助各村（组）、

社区成立了民间自娱自乐活动者协会、秧歌协会、舞蹈协会等社团组

织，并大抓文艺骨干队伍建设。他们以如何开展文化广场活动为内容，

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辅导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戏曲、曲艺、舞蹈编

排、音乐创作、广场和舞台音响操作、合唱指挥、美术、书法、摄影欣

赏等。

如今，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节目，一幅幅精美的书法、美

术、根雕、摄影作品，充分展现了新农村、新农民的新的精神风貌。除

了水阜鼓子村，还有黑石太平鼓村、彬草象棋村、水源武术村等特色

文化示范村相继涌现，乡土文化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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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用农民的文化基因活跃“乡村舞台”

2013年 5月 6日，在皋兰县县城繁华路段，64岁的魏兴年推着个

小车卖酥饼。“3元一个，两个 6元。”魏兴年麻利地收钱、取饼。今天

的生意特别好，正值中午，来买酥饼的人络绎不绝。而闲下来的时候，

魏兴年就会拿起摊子边儿上搁的小提琴拉上一曲。“拉得最好的曲子是

《洪湖水》，上次上电视拉的就这首曲子。”魏兴年说。

魏兴年在这卖酥饼有年头了。但最近魏兴年“火”起来，却是因

为拉小提琴。“周围的人知道你拉琴吗？”“知道，他们是从电视上看到

的。”魏兴年说起来，声音都透着自豪。

魏兴年自小就爱小提琴，20世纪 70年代买了这把琴，开始学。但

是后来为生活所迫，他放弃了拉琴。那个时候，吃饱肚子比艺术爱好

重要得多。魏兴年的小提琴这一放，就放了 30多年，直到石洞镇庄子

坪村业余艺术团成立。2010年，魏兴年也忍不住拿出了尘封已久的小

提琴。这两年，他跟着业余艺术团还登了好几回舞台，上了好几回县

电视台的节目。“观众最多的一次，是庆祝建党 90周年时在县上名藩广

场的演出，上千人观看呢。”魏兴年说。

现在魏兴年有事没事就拉上几曲，不仅是个消遣，更是艺术上的享

受。

而像魏兴年这样被唤醒的

农民还有很多。55岁的张明华

爱唱豫剧 《朝阳沟》。张明华

说：“饭可以不吃，歌不能不

唱。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上 卖酥饼的小提琴手———魏兴年

用“一村一品”群众文化精品 活跃“乡村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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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院来唱歌跳舞。就是手底下干着活，嘴里也要唱着歌，背歌谱

记歌词。”48岁的魏春荣，是皋兰县四中的老师，本不是该村村民的她

也加入了艺术团。现在，爱跳舞的魏春荣，还时常担任村民们的舞蹈

教练和编舞。从乡村走出的农民们，走上了艺术的殿堂。大婶们跳起

了《大地飞歌》，姑娘们跳起了《西班牙女郎》，乡村模特队还上演了一

场“乡村服装秀”。

从“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到现在的村村寨寨

的文艺汇演，当农民身上的文化基因被激活，一个个小乡村就发生着

不可思议的改变。

伴随着全省“乡村舞台”建设的开展，皋兰县委宣传部把握先机，

向“一村一品”文化精品工程注入新活力，注重在培养新农民和焕发

农民创造力这个层面上大做文章，让农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担当主力；要建设农村“学、教”新阵地，搭建农民施展才能的乡村舞

台；要发展农村文化新产业，占领农村文化制高点；要建设农村服务

新社区，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建设美丽乡村，激发农民主人翁意

识；要建设农村和谐发展新环境，让农民在实践中传承道德力量。

如今，皋兰县各种文化协会注册会员达 3854人，民间民俗文化骨

干 218人，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8人，有效解决了群众文

化缺乏带头人和骨干的问题。

“一村一品”被群众称为宝贵的“精神食粮”。通过活动实施，进一

步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和支持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群众提供了展示艺术才华的舞台，种大棚的书法家、卖酥饼的小提

琴手等一批农民艺术家活跃在乡村，广大群众由观众变为参与者，实

现了由“送文化”向“种文化”的转变。广大群众用艺术描绘生活，用

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选甘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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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充实生活，用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展现出时代精神风貌，

幸福指数、和谐指数进一步提升。

启示与思考

推动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皋兰县“一村一品”这一典

型的挖掘与开发、宣传与推

广，有很多的理念创新和方

法创新，对丰富农村文化生

活，推动“乡村舞台”建设

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发展农村群众文化

必须植根群众、依靠群众。

突出群众首创、群众参与，

把观众变成演员、把群众变

成主角，皋兰县“一村一

品”群众性文化精品创建工

程，经历了“从无到有、由

新到特”的发展过程，形成

了参与广泛、形式多样、特

色鲜明、持续深入的文化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新模式。

这种新模式有效解决了群众

参与难的问题，实现了群众 广场太平鼓舞表演

太平鼓———黄土情

用“一村一品”群众文化精品 活跃“乡村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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