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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图片》《读者来信》《刺儿梅》《小论坛》等栏目；

二版为经济、科技版，设有《山里人风采》《城乡新

事》《农民之友》《经济信息》《致富之路》《固原科技》

《科学种田好》《养殖信息》《农村金融》《新技术咨

询》《政策问答》《法庭内外》《经济论坛》等栏目；三

版为政文版，设有《新风赞》《民族之花》《桃李园》

《法可证人》《闻者戒》《要闻摘编》《群众信箱》《想说

就说》等栏目；四版为副刊版，设有《山花》《说固原》

《固原史话》《文艺漫笔》《六盘随笔》等栏目。

1995年《同原报》扩至周五刊，虽然仍是四开

小报．但报纸版面增加了，因为内容的扩充，四个版

面开设的各类栏目．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

的栏目。一版有《山里人风采》《城乡新事》《小故事》

《现场短新闻》《萧关哨》等栏目。二版在综合经济版

新开设了《农民信箱》《山区建设探讨》《域外风》《大

家谈》等栏目；三版政文版．新增《党风廉政》《巾帼

风采》《国际长廊》《九州方圆》《新闻故事》《法制论

坛》《法律咨询》等栏目：四版综合副刊版新增《我与

西海固》《龙潭笔会》《六盘诗苑》《沙棘园》《周末话

题》等栏目。

1999年1月1日，《固原日报》由小报改为对

开四版．报纸版面上又补充增添了一批新栏目。这

次扩版。特色比较明显的是三、四版。三版以前为综

合新闻版。以报道政法、文教、卫生、党建、廉政等新

闻为主。扩版后．三版改为专刊副刊版，四版改为时

事信息版。三版改为专刊副刊版后，主要有《口弦》

《生活副刊》《社会周刊》《理论专刊》《漫画·史话》等

专栏。新《同原报》创办后．就在三版上开设《要闻摘

编》和《文博》两个栏目。主要刊登从广播、电视及其

它报纸摘编的各类新闻。1995年6目—矧嚣与新娘

文化—■口四皿曩
社供稿中心联网，在三版开设了《九州方圆》、《国际

长廊》等栏目，编发新华社稿件。每期编发量约占版

次面积的I／3左右。三版保留《文博》栏目，每月编

发新华社稿件一个版。四版改为《时事信息》版后，

开设了《标题新闻》《九州方圆》《国际快讯》《文体广‘

角》《一周综述》《时评》等栏目。
’

从四开小报发展为对开大报后，对版面有过两。，

次大的改革。一次2002年1月改版。一次是2003

年9月改版。2002年改版，一版增设了《桥》和《关i

注》等栏目，二版在充实原有《经济特刊》《社会新
。

闻》《农村天地》《家庭生活》等专栏的基础上，增设 ：-

了《旅游》《时尚》《境头》等栏目，三版对原有的栏目
。

作了翻新，主要有《口弦》《百姓》《社会》《校园》《天

平》等栏目。四版新设《时事要闻》《时事特刊》等栏 ：

目。2003年改版，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

众“三贴近”新闻理念。对版面进行改革。各版对原

有的专栏专版进行筛选．确定和保留了一批精品栏

目。一版有《关注》《现场短新闻》《萧关哨》《小论坛》

《每周评论》《新闻观察》等栏目。二版有《经济》《视

点》《都市》《镜头》等栏目；三版有《口弦》《新闻纵

横》《社会》《百姓》《理论》等栏目。

组版、校对从周一刊到周三刊，报纸期数少，

组版工作实行编组采合一．组版编辑既是新闻记

者，又是文字编辑。边写稿，边进行编辑．边组版。这

时有两名校对编辑．当组版编辑完成组版工作，改

版阶段．校稿和改版工作就由这两名校对负责完

成。报纸改为周五刊后。组版工作从编辑业务中分

离出来，成立组校组．实行组校合一，归总编室管

理。四个版面．每个版面配备一名组校编辑，专门负

责组版和校对工作。改为对开大报后，组版校对编

辑分配到了各版编辑部．一版是要闻部，二版是经

济部，三版是政文部．四版是副刊部。组校编辑到各

版后。他们归各编辑部管理，组校组就取消了。组校

编辑既组版又校对。一身兼二职。起初排版主要靠

手编纸画．从2003年12月起，组版编辑利用局域

网络自动化编辑软件．在电脑上从事组版、校对工

作。实行电脑编排版面后．报纸编排所使用的字体、

花线、网纹等版面设计资源。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利



用，使报纸版面更具有时代气息。

二、采访

记者队伍建立报社建立，从各县宣传部、教

育局、广播站等部门．调人一部分具有写作能力的

新闻宣传干事、秘书人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广播站

记者等人员，担任记者工作。报纸从周一刊改周二

刊前夕，报社调入和招聘一部分在部队从事过新闻

宣传工作、转业军人和复员军人，进入报社从事记

者工作。一度时期成为报社记者队伍中的中流砥

柱。有的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有的调入宁

夏日报工作。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1988年以后，

进入报社在记者岗位上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从宁

夏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专业人员。1995年，报

纸从周三刊改周五刊时．为扩充记者队伍力量，报

社及时选调基层一部分优秀通讯员走上记者工作

岗位。1999年。报纸由四开改对开报时，报社加强

记者队伍建设。又一次从基层通讯员队伍中选拔一

部分人员，担任记者岗位工作。

从2002年起．报社从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中．

招聘了一部分文字和摄影记者。汇聚了新闻、中文、

电子、经济等不同专业的毕业生。

县镇(乡)两级记者站报纸创刊后，从周一刊

到周二刊．再从周二刊到周三刊．报社新闻采访业

务实行的是采编合一制度。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是身

兼两职，既是编辑，又是记者。《固原报》由周三刊改

为周五刊成为日报后，新闻采写业务扩大了．报纸

稿件需要量比以前成倍增加，报社设立了记者部。

专门负责稿件采访工作。固原地区6县设立记者

站，派记者驻站采访。后来在一些大的乡镇也设立

记者站．记者人数由原来六七人，增加到十多人．各

县(区)记者站都有一两名驻站记者。记者的采i方-h-

式，都比较传统，主要依靠笔和纸。有消息、通讯、调

查报告、目击、言论、观察、记者来信等新闻文体。

新闻采访对当地党委政府重要工作会议、重

要领导活动、发展经济重大决策、重要节目活动等

时政新闻，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

的新成果、新经验及发生的其它社会新闻．派记者

及时采访及时报道。抓好独家新闻，带动新闻报道。

以1985年4月5日新《固原报》正式创刊第一期为

例，一版有当地新闻稿件9篇，发刊词《致读者》l

篇，编后l篇，新闻图片l幅。再以2004年1月24

日《固原日报》为例．一版刊登本地新闻10篇，编者

按1篇，新闻图片l幅。相比之下，在新闻报道中，

突出独家新闻，保持了报纸质量长期稳定。

写作风格提倡真、短、快、活、强。“真”即必须

真实。新闻来源可靠。用事实讲话。不添枝加叶。

“短”即必须短小精悍。篇幅短。结构精，层次清，观

点鲜明．材料准确，生动有力。“快”即必须时效性

强，迅速及时，针对现实。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解

决实际问题。“活”即必须生动活泼。构思精巧，语言

生动活泼；“强”即必须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

强。

新《固原报》创刊不久，深度报道摆到了业务工

作的重要地位。1987年，《固原报》二版以《冲击波》

为题。分三篇对西吉县致富农民演讲团深入当地农

村演讲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作了追踪报道。详细地回

答了当时群众反映强烈的三个问题：一是农民想什

么?--是农民盼什么?三是农民干什么?这组报道因

求深、求准和求贴近，引起了读者的共鸣。1990年4

月份。一版连续发表《多干少说一只干不说》《“三个

五”的决策》《贵在一个“实”字》《播撒“星火”的人

们》和《团结和理解最重要》等稿件，对彭阳县干部

扎实的作风从不同侧面作了报道。5月份。记者采

写的《泽州见闻录》在二版连续见报。这组报道对运

输公司成功开辟外地市场的做法作了介绍。6月至

7月．二版根据彭阳和隆德农民反映生猪交售难的

问题．组织记者走访有关部门领导，共采写7篇报

道．帮助农民分析原因．想办法，找出路。8月至9

月．二版发表《上黄印象》连续报道，在自治区科委

与固原县政府支持下，经过科技人员和当地干部群

众的共同配合和积极努力．河川乡上黄试验区综合

治理和农林牧优化结构建设取得了较好成绩．不但

引起了黄土高原同类地区的瞩目，而且中央领导人

高度评价上黄的科技试验和综合治理工作。以上黄

经验作了客观全面详细报道，推动了黄土高原地带

生态治理科技经济发展工作。



从1987年起，撤fl：每中F都要集中力量，策划组

织一、两组有一定深座的系F-l报道．先后推出了《降

伏早魔的奋斗》系列(1992年6月)、《铁流滚滚奔小

康》系，1](1994年11月1、《旧诲同的企盼》系列(1995

年4月一5月)、《走向茄闻角》系州(1997年4月一9

月)、《两海同企业采访札记》系{7q(1999年)、《西海固

挺起脊堙》系列(2()02年3月一6月)、《山”l行》系列

f2004年1月6闩)《进村人户看增收》系：F1](2004

年7月一12月)等深度报道，

典型报道重税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报道．重

视典型人物和典型经验报道，尤其重视先进典型人

物报道《牌卜情》(1995年3门31日)、《生命为人民

燃烧》f1995年12门)、《|JI医有这样～位好法官》

f1997年2』】I 3 Iql《T晓莲荣膺全同职工职、肥道

德标兵称号》fi998年6月f、《铁骨战十吴志胜》

f1998年7月1等--'『|it；先进犋型人物报道．树立了成

功的样板

三、副刊专刊

副刊 文艺夸栏《I问原_r瞳》复刊后．埘过文艺

刷川专m联乐“{地文学艺术界一些作家和诗人为

文艺刚p】7一j镐川髓I岛质量f11J作品．实现了文艺剐

刊高标准高屡次，汁卷上再昨车¨锻炼、q地文学新人．

1987年1 f{，“闻腮报》在ill【l∞专栏开设《史学曲

Ⅲ》Ⅲ地』生绩选琏J。I跚腺帅章北：Ir文学礼《山域》

刊物j．帕Z学"，扎以E，逝发嶷J’不少个人作·目h

编辑讧；绳常深八备旦向Il‘大·i年戈学爱好扦约

矾，_；#J捌I“，工艺剐⋯☆荆1芹，}‘富撤纸内存力、

tf￡化牛．．‘々社．IY]IⅡJs"上化资源，阡波《朦t¨【卫

ilr,)《甜疋揽肚》锋栏¨，rl肛．ij㈠地正化丁作背拱

墒m“c㈨I是艺她一々川选登H法、荚术搬托{1

协为“i地}5法戈水搬比爱△f疗提供拆靠 毕JJ、散

文化

文杂文等各类觚文衙z跏．组织和动员十l：会各方面

力量参与剐『1』编辑iI．fi：、戈心剐TqX作

《u弦》专栏，1984年12月1日+《同原报》复

_l第一期在四版剐币l歼没丁《⋯花》々栏，就是《口

弦》专栏的前身，1986年6月．副刊又开设了《文化

生活》专栏。1988年1月，副■粥《山花》和《文化生

活》两个专栏．台并改为《iZl弦》，一直到今天。主要

栏目有《两海同风睛》《我与西海同》《乡村故事》《笔

会》《诗苑》《花儿会》《原州史话》《六盘随笔》等栏

目．

《萧关艺苑》专栏。1986年7月lI目，副刊编发

了《隆德农民幽选登》．其刊登农民画作品1 1幅。

1987年5月22日，剐刊编发了《山里人画展作品选

登》14幅，有国岫、素描、版四油四等体裁。经过这

两次尝试．1989年副刊设立了《萧关艺苑》专栏，刊

登书法、美术和摄影作品，每月一期．现在是本报的

名牌专栏。

专刊 号刊专栏1990年创力、．一是1995年以

前m新闻编辑部组织在一、=版开设々刊专栏．编

辑J徘m版面编辑负责，滥有引1编辑室。版阿风
格-j编辑风浒戈系紧密．体现r编辑自身的素质修

养 ：版l：开醴了两个专栏，一个是《经济》々刊，一

个是∥经济信息》专州 =版上开没j-《精神文明》

《教育》《法制》等々川 这些专刊创办不久相继停

刊 1992 4’6』j，二版曾童^经验．创办丁《fl：会》和

《删论》M个々11| 《¨会生衍》々川开设了《社会一

硒》t仆会新阐》《¨会随“芒∥《人il．之脓》《乡进拾零》

等栏H．。』哦沦》々f’』开L生，+cf嫂*。J发艘》《_L作研

充。F献汁献策》7车栏II 1995年以后，拽讧々门々

刊编排书，饥荫々川犏卅l。作1"995It：5 J¨E直j^

|【JJ“绷}i}书1999 5¨JE、，々㈨I刊刚吲：．2001年战赴

lI。】0【；1】目【6“}# “oI】"|．10砸*推pK々川．m 55,-r

H-

【995。I。5川i 2|I r钉帅川肛制_2州n_㈨，。』

【l阿2J。Ⅲ】IIj‘11㈨儿_洲㈠I．．JJ 1K"l世⋯牛眦77

柏，一今fI J、物。l：m一”。1j■‘ll， 随n屯j¨⋯

wⅡ一‘Il片虻皇，0：ri)1 H．瓴p屯-+m丽Ⅷt

川：小计，■川J许11_|版¨川H所圳_{】{：^凡J



蘸习巨豢嚣警■l誓撼l!
999年、々}=lJ副剐部战市后 版I缘】’鬲f』刊I』J容

外．还创办了《社会周刊》《理论》《专题捌查》《教育》

《滨书》《漫圆专页》《摄影专页》等专刊。2001年l

川7日，《同原日报·星期刊》与凄者见面，由星期刊

编辑室主办。一版为要闻．二版为经济，三版为礼

会，『Tq版为国际。

比较好的专刊如练台新闻部在二版开设曲《市

场2u消费》《经济特刊》《农村天地》等专刊．．

专栏1985年4月5日．《同原报》复刊后．就

阻一版开没《一事一议》《小论坛》《淡心会》《思想评

玲-3等寄i^栏目．在二版开没了《六盘论坛》《经济}仑

坛》《-2言两语》等栏目，在三版开设了《凄者沧坛》

o杂谈》∥想|兑就说》等栏目．在四版开设丁《文艺漫

芭躺六箍l砬笔》《凄书札记》等栏目。在以后的发腱

thi除了新增的言论栏目外．旧有的言c^栏目．有些

被}对汰丁，有的被保存下来。

?小论坛》栏目，从1985年底创办到现在，经历

各种挑战．仍为一版言论栏目．历九弥新，深受缕肯

的喜圣它所发表言沦的特点一般都是针对群众

皿咒0的问题，回苍凄者最迫切要回笞的问题i平

泡艟小精悍、生动活泼．说理深人浅山。

《山区建设探讨》栏目．1989年11月在二版创

办．文章既墨有理论．篇幅叉不能太f∈字牧15f砌

f∑二：：一．二=：

J圈

冷空气带栗垫毒妞
厚日报《生活，专栏

字以内。《山区建设探讨》已发表理论文章近千篇。

《每周评论》栏目，1999年i月创办．每周～

期，多发表重要政论文章，尤其以时评文章最多。

《理论》专栏。1995年1月在三版创办，芒创办

初期开设主要栏目有《改革与发展》、《工作研究》、

《教育论坛》等，每月一期。报社创办丁一些专栏专

刊．通过新闻报道加强同群众的联系。

《固原报》复刊后，在一版、二版和=版开设了

《紧急呼吁》《读者来信》《群众来信》《群众信箱》《来

函照登》《萧关哨》等专栏，刊登群众来信．反映群众

心声，为群众排忧解难。还在报纸上开设有奖“新闻

热线”栏目 及时刊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萧关q}JL经发展．成为新《周原报》的精品专栏之

一，1985年4月12日第一次与凄者见哳n}是《刺

儿梅》，1987年lO月改为《街谈巷议》，1989年8月

改为《萧关哨》，作为本报主要的舆论监督专栏。

2002年1月，报社在一版开设了《拼》和《关注》两

个“新阐热线”专栏。《桥》在《开栏的西》巾告诉读

行：“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什幺难题干¨不

平．有什幺意见和想法，郝可以告诉我们．‘桥1是i卜

你L电爵的地方．‘桥’是汁你一吐为№的地方．‘桥’

将使报纸和读者的心岵得更近更紧’《关注》在《开

栏的话》中对读者说：“关爱同计民生，关注；卜|：会动

态，足《关注》栏目的宗旨。你关注．我关注他关注．

大家邯来羌往．是我们的愿望领导满意．群众满

喜是我们的初衷”，

四．美术编辑

报纸创川初期．为摄影记瞢配备i’‘博郎宁

电”、“尼康”、“美能达”等照相机．创办摄影洗相工

作暗室．开办《萧关艺苑》采用美术编辑制作的各粪

插fgI及题同．弋进美术制作风格，提高英术编辑水
_，

报纸试刊第一期．就在一版和一崾他用j。新J日

皑片 一板有一张新闻照片报道J’肖M新连的同

睁县工、扯品副由品贸易rp心大楼丹业以来咂喜姐

云的情景确芷J．陶文弗茂．j琦翼齐飞’的办报思

息新闻胆片的使用数苗．每期报纸一瓶目l二版基

车譬像i正各有一张。版没何衍i嘲照片时多用题

嘉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文化一—— 一———～衄瞳『{I或捕l哥．活跃版面

气氛报纸业务中的

个变化，新闻罔片

相】美术插l割使用数

艟不断增加。每期报

纸一版从保证使用

一张照片的目标．增

加到两张或者组照．

其它新闻版也都大

量使用新闻照片。

为丁懈决【拿|片['117题报社采取r多种措施：举

办新闻摄影比赛活动。】991年1月至4月．本报在

一版首次举办新闻摄影有斐竞赛活动．面向固原地

区的新闻摄影通讯员征稿。“凡是反映同原地区各

条战线、各行各业面貌成绩、人物事件．问题等具

有一定新闻价值和艺术性的摄影作品”均在参赛之

列 要求照片必须真寅，力求眦场抓拍，}h同新颖．

幽【酊生动．具有瞬阳”酋和形缘l开ji感，文字说明与

照片相符清楚完整1996年6爿至9 lj．举办“红

军民删往利60吲年”摄影竞疆．吲年4月至12川，

迁举办了⋯托行怀新闻摄影矗罐 1997年3月年

12月举办r“希望杯’新闻摄影竞锯：1998年自治

『1j(成立4f】啊年从、H正10川，举以、头条新闻摄

影范唯：2(XII午3月至7川，举山、健党80闱年新

旧摇膨晓挥这些撕t{lf；墨氍毙诺衙动的丌腱，小仅

提高“K纸新闻心“的质l诖，也受到Tll肯的生f_

L-r^： 。1缸歼ltil冬jH新I"q》护Ij，“01]1_疋艺饨；

0川Ⅲ世。摄影汁‘】I’寄j!此F『¨；：：动嗣眦进J+报

纸新懈”Ⅱ影报J丘 台娜选择使川新7#什撕Ⅷ罔片

1995任^¨，小{f{。o衙7#什供胁I㈧、j朕刚后．月婿

他』II新‘}¨新川剖h似使用flizm小心为埘肝报

。而．Ⅲ{i^托fl}f-I-J1|删r‘#fl用r【l"州fl 【7qj扳!!¨。J}虻

cj,》f4』ff“}‘r J勺f P oW J叫_{∈[I f r生7f l世J一耵f[il』i蚓

¨￡》十“l|一ti州卜一t㈨|。Il】：Ⅱ，不‘l(7l。¨?≈m监；}ft

7％发新】{JH¨j～I{张-’^．

五、印刷

扑：㈦PIi；i] ”⋯r凇。‘I F刖0“。{川⋯D，-儿¨】

．I：¨1．㈨¨Iil_‰1一．|‘】l_：i_t‘-。¨¨一i11⋯。报【n J【t：i：；

选川术体措{水忻米黑体等’j?体⋯}删有方型}∈

型刷7刊等种类排帆r题【冬l⋯缎，p版Ⅲ分削，|片

究1一下上芽插，错萍有致{||=版汁卷防¨二芷_j通栏

或上17 J血拦。版面支乖恒拦的高眠，一般都芷根据

新闻价值或者新闻宣传价值确定。尤其是新闻

『嗣片，通过照相制版，困线数低．图像印刷看上

去模糊。

胶版印刷报社印刷厂建成后．采j=Ij胶印技术

印刷报纸。在腔版印刷中，它不同传统凸版印刷机

的印尿口过程。在传统印刷过程中．纸张与上面已刷

有油墨的凸起铅字卡H接触．而在胶版印刷r卜纸张

绝不会接触到铅7或钎}版胶版印刷．汕墨竹l水足

放置在一个用化学方法雌捌的印版上，7 n；墨本身从

水分中分离出来．7冗淀在¨H杆⋯版的凹址然后一

只橡皮滚在印瓶』二移动．枷㈨“疆滚于被汗在纸

上滚子上的T“|墨侄转移刮纸【^I r 脞印制作的|冬|

像比¨l有的订法制作的闱像清晰

腔印前蝴排版系统的Ⅲ新．促进脞印质量提

高，．报社印刷r屉扔是用手动馓，L照抽系统排版．

这刊，排版技术鞍先进，排版比错字力便，每行字数

彩少．^^编q}Ilf以根据1K Efli"Z计h什发定 t7哼

大／J、拉级数制汁弭，标艇}j；绁放大．【1文字q一

般．1f|5足13绒字体除传统黑体、宋体；!外．还有魏

f术、行槠、，拉体等3()多利L题H、阿纹等茭化版面I

lL，往版面设汁时大}l}使川，1993年lf J川．印刷J_



使用北大方正NPM排版系统排版．在电脑上排版

时，由录人编辑输入文字，新闻图片编辑扫捕图片．

组版编辑组成版样后，用激光印字机输出大样．送

审后印刷。这个阶段版面形式逐步由传统型向现代

型转变，以前那种露头藏尾式的编排方式有所改

变，追求板块式、注重版面的整体感，更符合现代电

子排版的特点。版面设计把文字、图片、空白当作一

整块一整块形状看待，采用平面分割．渊动全部画

积来构架版面。既重视新闻稿件内容的主次．叉注

重块面与块面之问的咬合。版面字体有立体字、勾

边字斜体字等。

印刷J印前系统在前两次政造提升的基础上

}995年9月，叉引进WS排版系统．建立印前排版

系统局域嘲．文现了印前排版系统自动化．组版更

为便捷，报纸印刷质量更高。2003年12月．对报纸

日J前传输系统进行改造，使报纸印刷清晰度有丁新

的提高。现在，一版版面没计注重运用各种综合排

版手段．从新闻稿件选配、标题字制作运用照片位

世、铺Iq啊I线条等几方面增强视觉教果，其E各版

Ⅲ，注重色彩渲染，改变大量使用中间色渊的做法．

采用大标题、大照片、大面积底纹等，使版面形成强

烈的色彩反差，强化“视觉冲击力”。，

六、发行

赠送发行1985年4月5日，凄者看到的第

一蚺新《同厦报55，是通过国家邮局发行渠道免费

噌送发行到凄者手中的。在同原城区．际丁倒家邮

f一向7一t■：■坼7’，电势蛩r r o_1 j=i-王一f}_。～。．

员，纠≯救生站宾馆邗市场．同}宴著赠送发，j嘴

送发行半年后，改为订嘲发行，赠送发行，报纸发jj

数量最多达到l 5万份

丌问发圩从1985年10月开始，新《困原报，

由赠送发行改为订蒯发行汀阕发行和赠蒯发行的

程序基本一样当时，固原El报辛l=印刷厂将肖天的

报纸印出来后，根据固原地区邮政局送来征f『份

数，按各县和固原城区征订份数进行分页包扎，然

后放到取报地点。早晨上班前6点半前后，固原地

区邮政局来邮车，将当天的报纸取走。地区邮政发

行报纸，要通丘上三级网络，第一级网络是固原地区

邮政局，除向周原城区征订单位和个人发送外，将

各县征订报纸派邮车送到县级邮政．进人第二级发

行网络。县级邮政除向县城所在单位和个人发送

外，将各多镇和行政村征订的报纸，再送到乡镇邮

政所，进入第三级发行网络。经过三级网络．将报纸

送进单位部门和下家万户。目前，报纸仍采用这种

发行方式。报纸价格，用为报纸期数增加和市场价

格的影响，不同时期也不相同，1985年．撤纸月价

015元；1988年，报纸月价0 35元：1991年．报纸

月价0 70元；1995年，报纸份价012元．月价

3 12元；1999年，报纸份价o 36元．月价7 8()元：

2002年．报纸份价0 50元，月价12元。报纸发行

量8200份．

自办发行《同原日报》在南邮政发行时．还

曾利用市场手段，尝试自办发行1998年，《同腻

日报》纳^《宁夏H报》发行删络，走L自办发行道

路前后两年时间，从2000年起，继续交邮政部门

发行．

第三节学术文艺刊物

学术|生刊物仪有《同原师号学报》。公开Ⅱ；版发

行的文艺刊物有《六盘山》。各中学有内部印刷的不

定期文艺小刊。

一、《固原师专学报》

1980年8月《固原师专学报》创办，10月试刊，

为不定期内部发行，面向全区大中亏教师学生

1984年开始按荸⋯刊．】988年：：}计科咂自然板

1989年在国内公开发行 J996年改匀设门州㈡期

主1=科版、2期自然忻·．勾统一期川编序再年一卷

奉．5i rj2006年已山17卷2007诬18营第鹄哩名



一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胡 本刊被评为首届全国百

五 强社科学报，第二属全国

∞ 优秀社科学报。中国学术

J 期刊综台评价数据库

．： (CAJCED)统计源期刊、

靠 中文核心期刊(遴选)数

据库收录、“万方数⋯
据——数字化期刊群”全

文上网、中国全文数据库(C．IFD)全文收录期刊。

《固原师专学报》是综合性社会科学学术刊物。

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为指针．努力追求简朴

大方、新颖刖致的风貌；提倡崇吏、求真斥伪的学

术风气．弘扬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学报创办不仅

促进了学1l安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开展，提高丁教学质

量．而且』J|l性了与全田各高校的学术交流。至2006

年底共Hj刊128期共发表学术I^文219篇 1988

年《田原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第一期正式山版，

为提高理科教学科研丁作址近出J’新的一步，学报

内}≠包括{叶学、经济文学语占JJJ史、美学、【t族

宗教、教育、外吾等‘j’利专题突出利学性，咒族r1：，

地方陛、师范r# 1999{I十}全科学版在zpI司人文计

会科学学报研究会举办的首届全旧fL利学报FF优

活动叫]荣被“占届伞吲盯强祉科学报”，2002年扶

“筇二届全罔优秀礼科学撤’，白然科学版20t)【)。f

荣茯“全H离々优秀学报等奖”，211{)2‘F 1月，1牛

报编{j}谢嫌挠‘全取一5屯’d{-上嚣f闻观教f『圯进一n

忆”

二、《六盘山》

I’砭Ⅲ珥i／|『文学I．n拧联合会f简精：“史肤’)

{，m们综合性交艺川物，．

1 c)H：年7川刨叭叫Z，，、船⋯亚芝一，Ⅲ为I～

m：霞¨ 19H5年川物【哑Z；，‘：船1lI≯卞川奠”垃

¨r|；iI‘人}t』屯府}啊l姒m删题”d：‘凡jⅥ时ftM

}|li J感小JⅡ地眦采’&小砒计It，88午f，、舰J I√I。I

擘川L，0如瑕Jj川下2I】¨f，小1K．jIi】；I 34 1{J| 乍川

已肌，＼‘：⋯I㈨‘f．1^t三n讪!cJ；川i正m J1j’攻、、K】

系列{!|』f删』^。I'‘I救川0|川坨批J1陬Z川川

《六盘山》立足本地

文化衄皿一
删醇宁盟，携手西北。㈣；】|

伞固．继承传统，挖捌遗产．开拓弭部文学；又注重

回族题材、民问题材、农村和青年题材。刊物主要开

辟有作家文学部分，主要发表报告文学、散文、杂

文、小说、诗歌、戏剧、评论．兼发美术、书法、摄影、

音乐等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后求开辟丁“回乡风

情”、“西海固文史”、“我与两海同”、“美与生活”、

“风物篇”、“人物志”、“读者与赏折”、“创作信箱”、

‘信息窗口”、“文叫村与文化站”等栏目。民间文艺

部分的老龙潭，为相对独直的刊中之刊，有“回族之

仡”、“花儿与少年”、“故事天地”、“神话传说”、“歌

谣说唱”、“寓青笑话”、“采风随笔”、“民间文艺讲

座”、“理论研究”‘作品拔草”等栏目。为突出民族

性，还不定期地推山回旌作家作品专号，成为颇受

群众喜爱的文艺刊物。1986年地区文联、《六盘山》

编辑部宁夏作出联合举办丁回族作家改稿会。

1986年第3蝴《六盘IIl》“同旌作家作。啸专号”，

1986年第4期⋯版“纪念红军K㈣趾利50周年。。争

辑1987年第一期出版本地作芹作品专号，。第4期

砭为“I【】J旌作家作品々号” 1988年第3期为“庆祝

宁夏回旌Ili行区成立如州年々辑“．第5—6蝴台

m为J出俗_!：[=学々号 1988年10月r夏』l；版工作

背叭会，接受《六艋I_I》编辑部为刚体会员，《六盘

III》}989午第3期．为‘敞文诗歌々号’；筇5期为

庆}圮中华人民共干¨同成、t四十Ⅲ年报告文学散文

々弓”：】990年第5期卫为“¨族作家作品争弓”，

J990{F《六盘l】】》』Ⅲf纳人深川r余旧报乩总儿”

“六蕊III)n刨}1l以来积极，‘ff々党的文艺，J．引

nl政箫．以发耻扶持』^择推荐两海同文学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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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盘山》起步，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的

作者达200多人，有30多名骨干作者的作品在《人

民文学》、《十月》、《诗刊》、《青年文学》、《民族文

学》、《中华文学选刊》、《小说选刊》、《中国作家》、

《小小说选刊》等国内知名报刊发表或选载。经《六

盘山》倾心培养的回族青年作家石舒清荣获第二届

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3年他发

表在《六盘山》的中篇小说《黄土魂》被改编为电影

《请你留下来》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近几

年，《六盘山》刊发的小说、诗歌被《小说选刊》、／《II,

小说选刊》、《散文选刊》、《诗选刊》选载多篇。

由于《六盘山》的培养和激励，本市作者出版小

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集40多部。1999年。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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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海固文学丛书》小说、散文、

诗歌i卷本，2003年出版了《生命的重音——西海

固文学作品选》。固原市的文学成就引起了国内外

文坛的关注，《文学报》、美国《侨报》、香港《成报》和

宁夏诸多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西海固作家群的形

成、创作业绩和西海固文学现象。

基于固原市独特的文学资源和浓郁的民族风

情，2001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固原建立了创作

生活基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把“继续打好两海

固文学、‘三棵树’等文化品牌”列为十五规划文化

建设的项目之一。中共固原市委在第一届党代会上

也把“进一步繁荣西海固文学”提上了议事日程。



第七章 群众文化

第一节节日活动

同原地区的群众所来重视春节文化活动．春节

各地城乡开展龙灯、狮了二、甲船、高跷、秧歌等传统

的礼火耵I社戏。中华人民共和倒成立后．春节文化

活动更加丰富多彩，除传统文化形式外．还有联欢

晚会灯谜晚会、文艺演出“存光杯”歌咏会舞会、

电影晚会智力竞饔、书卿展览H片展览、民间工

艺美术艉览、球粪，拱娄赛跑拔河等比锯T,Ti动。各

县城有笼部门和单化以及各乡(镇)迁积橄办黑板

报宣传栏橱窗等直f々阵地．井f1装饰门庭布置
彩臆伥【|!占对联，用以渲染宵∥L氛，

一、春节文娱活动

1991年．个地区有礼火400多行礼戏200多

升捩况节LI的气钒【】jj_!lJl浓H』一年怵现⋯党的1

一心L巾全仑后徉耵l繁荣的上卜仑风貌元日存节蛸

川㈨niL地区正化r_li}；I乜州处幸共2同地M之联

斤乐瓣踊哳会ⅢiI原县史化¨和地区禁剧例联合举

，J、』_}f1胍城区第ffl；I蚀存疗乐仑忡i付煎请¨占县的

R|；纾消员棼加演⋯ 竹』I㈣Ii,』，仪I rq骈i县娥有朴火

队I 35青．从J川j}JJ h丌婿．，E街串壮，为城乡群众

世fn墨川献艺。宙⋯M代肌Jj一川||h：11，进⋯蝌望

文化
——●—圆皿_

城表演的社火队就有27个，彩车IO辆。山城同原

灯火辉煌，各单位制作的Il 32种、1654盏彩灯悬挂

在政府街与中山街两旁．参观群众达7万人次以

上。春节期间，隆德县举力、春节丰十火大奖赛+有50

多家的近百台社火参赛表演．参加演出的人员达

1630人。盛况空前的节日喜庆活动反映出国泰民安

的大好局面，受到前来观看的自治区领导黄潢、马

思忠等人的高度赞扬．宁夏电视靠和中央电视台先

后作报道，

1995年春节期间．同原城乡自】24竹十l：火巡回

¨头』}：院．27台礼火进城表演 争地区确400多台

社火参与肖日活动，在形式和内弃上部【匕i994年

柏新的突破。。

J996年春节剐川．【州原城乡有I 50多青朴火社

戏活跃1。村头庄院，27竹礼火进城表演全地区有

ⅢH)多舟十f：火参。o节H活动社火形式新颖、内容丰

富吲脒地区名剧团排演々场文岂市口，在元旦瞽

节蝴川演出．卫排练社火竹目上街为群众表演．取

i!}良好的社会效艋、

1997‘f冗日抒竹蝴I Eil，【-Ⅵ蜊＆区殳化广播电视

局引t旦!Ih地区卓剧团承力、的全地区‘进行杯’雄腔

、lp余消咐大_辟Jf¨1地『I(杂剧C川；正||【州原县史化馆联

鲁演U{n：]一白：ifi=蛳北㈣史岂节I{n地置、{i并举

√¨0 197-{．=¨外会J：进仃砸⋯

】t)t)t)’r rLf丫”乍I＆K冬1⋯tj p计{E足渡帕

11¨々：彩●201)#钠．g叶|花{_=I 4()Ⅲ)g邕，譬Ⅲ∥、

¨一2 n糸凡蛆“¨火足．￡lfqI z址嘏rE¨的㈣惫1土20

弓J1 kf}、

21)1)0 7；，“t反#fE，。‘汕D；Ⅲ二：j：忭竹剐I'LlI爿i

⋯肿氏≈。ft丘¨ft&，一H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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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参演人员I 6万人次．观众20万人次。

2001年，固原地区文化体育局举办元宵节灯

会，全地区共展出彩灯4349盏．大型灯景5场，炯

火晚会5场，组织社火礼戏101音，观众达百万

人次，

2002年春节，同原市文化活动好戏连台，丰富

多彩。举办元宵节灯会．全市共展出大型￡1-景5场。

组织社火社戏130余台，彩车95辆．彩灯3300多

盏，观众选100万人次。并参加文化厅社火社戏大

磷．I司原市共有1 5个社火被自治区文化厅评为最

r￡表演奖．有17个社火社戏被评为团体优胜奘，同

娅市文化体育局被评为社火社戏组织奖。

2003年春节期间，隆重举办同原市首届民俗

史化艺术节，艺术节南书画展、花灯展、灯谜晚会、

传统历时剧展演、社火礼戏表演等艘演活动组成．

f力时9天，展出彩灯3000余盏．山动彩车90多辆．

阡火社戏表演100余白，观众逾百万人次。

二、机关单位节庆活动

1982年1月1日，同愿地区文联与戏剧音乐

∞}蹈协会联合举办“同原地区第一届迎春音乐会”、

J983年【月1日，【司原地区文联与戏剧音乐

瓣蹈协会联合举办“同原地区第■喁迎春音乐会”

】998年．同原地区举行庆祝自治区成立40用

‘r文化活动各项庆典活动眦“改革、发展，团结、奋

进’为主题．本着“隆重热烈、节俭，务实”的原!lllJ，

7二办各项群众文艺演出45场次，观众6 8I厅人

·父々业艺术演出5场次观众5万人次；竹庆期

li Jj．㈨原地K文化局先后举办固原地区第一届“民

族团结杯文艺汇演、首届全地区少儿‘希望杯”歌

氍大赛、同原城区文艺订=演地直机关文艺汇演

÷辞挚兀箍b专业艺术同体的演Ⅲ 5月份开始．I司

原地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筹划组织一系列文化

艺术活动，10月24目以《春染黄土》落下帷幕。

1999年6月29日．由地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

局、地直斟L关工委联合举办的庆“七一”文艺演出拉

开帷幕。有18个单位、22个节目、500多名演员参

加r独唱，舞蹈、大合唱的演出。整个晚会紧紧罔绕

党在我心中”这一主题，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和改革

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精彩的文艺演出赢得

J’广大观众的阵阵掌声。地委书记余今晓．地委委

员、组织部长何建同．行署副专员李耀华、工安尉、

张盖翠等地区领导与广大干部群众同台炊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公仆颂》等歌曲。演出结

束后．其评出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等奖6

个、鼓励奖4 1、。地委、行署领导为获奖单位、个人

锕发奖牌．

2001年．同原地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局与中共

同原地委组织部、赢传部等单位联合举办地盘电位

庆祝建党80周年‘丁人大合jI吕”．举办教育系统、卫

生系统及号-肚艺术团体庆祝建党80周年文艺演

出以建党80周年为契机，开腱广场文艺演山。与

牛全地区共举办广场立艺演山300场次．演出节日

1843个，其巾创作节目499个．参加单位203个．参

：直人员21728人次．观众达86 3万人次。

20{)2伍6月24日至7月6 H，同原市文化体

育局举办庆祝撤地设巾暨第=届‘民族团结杯’文

艺汇演此次汇演参演单位32个．参演节目175

o演职人员1000余人他们当中有专业剧用的演

是．也有教师、学生[人等文艺爱好昔．其中年龄

避大的70多岁．最小的4岁。有5县I区6f、系

坑69。肯日获奖其巾专业组获特{jl|奖2 7．业

套坦获特制奖2个 号，『k组i薹用体优胜奖1个、lp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余组获叫体优胜奖4个，优秀川织奖4个．最佳表

演奖专业组13个，业余组43个．

第二节群众文艺队伍

2005年，同原市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96人

(含体青．以下同)。其中市直高级7人中级39人．

初级13人；县(区)直高级10人，中级99入．初级

182人；乡镇初级“人。参加演ib主要有参加全区

第五届“群星奖”暨全区群众文化专业岗位技能大

赛，少儿“小三手”比赛等。2(103年以来．市文化体

育局、教育局举办广场文化节。

一、群众文化队伍建设

1988年，始9=行群众文化干部评定专业职称。

】996年，为了加强阎原地区群众丈化队伍建设，根

据自治区文化厅“关于首届‘广夏杯’群众文化文化

专业岗位技能大赛”的通知精神．同原地区广播电

M局认真组织，各县选派：U々业人员参加大拼。全

地区参赛节日舞蹈6个．，{一乐Io人．小品表演4

个，龋腔丧演10个．器乐丧演11个．沧文20篇．文

学作品20件．拈法3fJ多篇，茭求作品20余篇，R

问-E艺美术品700件．展小J．旧原地区群众文化队

仃i近年轭的艺术水、r及创作成'2-经自治区专家汁

蚕会评选．刚原地区在伞区岗他技能大赛中共捩金

焚5个．银奖24个，锕矍28 1、．扰秀奖43个．一号

#fJE避2 t隆德县『一qn^盟海垭县jn一鞋经川似

’虻f胜奖坩”雕jr优秀霄『J n；?，咎川19u6年1 2

』』怯钺，Il举行的由川“广砭H、群众史化0,Ik岗f_

技能夫雠的汇报浈ilj和胜览

J999年，JI：腱岗ft技能犬饼，随I列群众文化r

㈣儿m全地1．t”褂f柯j}1_众义化々、№J作，、o!j】5

，、，乃榆『刈丝戈『，^f』L，懿荣之艺刨{1。，H川份I rl,I”地

‘之怍』_u毕√J、Ⅲnj—J也k汀心肝欢￡比7一、咿jil¨J￡

能k衅静筇hi㈠⋯^盥‘’幽t-㈨r．0】?川‘b!j 0

ft系?￡的0、jp rn扦耵『．讲斗··J，以CZ砭々r H弓Ⅲ】

』rji t‘r扎札瓣f，Z牝川f 77『 ．圳“芝忙‰1^

】90”，汔t 73篇．j}人牌川叠：、¨；r rI L_“H

『：一}#’』』H 177 1、 m J|!Il／,,i"-蜘’f一，1fI=l_{r⋯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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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自清l』第i厢々业岗位技能火衅惜筇唧屑“群星

奖”的角连．刚原地区地区扶金奖14个银奖37

个，铜冀52个，优秀奖35个，集f奉组织奖2个f=l_l

体优胜奖2个，个人组织奖ll 1、这些成绩的取

得，极大地鼓舞文化工作者的艺术创作热情。

20(12年，同原市文化体育局组塑!参加全区第五

届“群星奖”暨全区第三届群众文化专业岗位技能

大赛，同原市共获文学类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

i等奖1名，优秀奖3名；论文类一等奖1名，二等

奖10名，三等奖23名；美术类三等奖2名．优秀奖

1名；书法类二等奖1名，=等奖1名．优秀奖3

名；摄影类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优秀奖4名．，

2004年，为进一步巩固“四进社区”活动成果．

扎克推进“文体进社区”活动在全区深入开展．更好

地以文化活动形式宣传十六大及“j个代表”重要

思想．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改革开放．表

现我区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jt会进程中开拓

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隆重庆况建同55周

年，自治区党委宣传i；I；、自治区文明办白渐区文化

厅f-5月歪9月联合举办全区占屑‘四进社区”文

艺腮f煎髓全区第虹届“群星奖’插劫槲统I r酋厢

全区“四进计区”文艺展演暨全区第h厢“群j4奖

活动弛收到全区各地报送的参评再H】03个．推荐

优秀礼区文化辅导员30名，经i=上号家砰委会认真

坪选．馒终l刚j金奖6个．银奖14个，铜奖21个

优秀奖24个．同时评出优秀北区文化辅导员25

Z川塑1世⋯个

2005‘F川慷t竹有并凳∞№技水人≈‘396 J、

(膏体育，以下㈣)．其中女140人，p数民旅6人．

市“高级7入．q，缎39人．}JJ级13人，县(区)A高

缏Io人c{。绑q【)凡钏蛐I 82 l+0舒阳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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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岗位技能大赛(表17．7—1，表 17．7—2，表17．7—3，表17．7-4，表17．7—5)

表17．7—1

1999年固原地区首届群文专业岗位技能大赛舞台艺术获奖名单

节日类别 节目名称 演出单位(个人) 奖项

表演唱 剪窗花 周原县文化馆 一等奖

j人舞蹈 牛背摇篮 康红梅康红军王保民 一等奖

秦腔清唱 《白蛇传》选段《西湖山水还依旧》 泾源县文化馆 一等奖

小品 瓜女子考剧团 隆德县文化馆 一等奖

小品 山里人 泾源县文化馆 一等奖

女牛独唱 小背篓 田原地区文化局张春娇 一等奖

秦腔清唱 赤卫队选段 固原县文化馆梁俊玲 二等奖

花儿清唱 心坎里升起富裕的希望 西古县文化馆李凤莲 二等奖

秦腔清唱 冼夫人选段 固原县文化馆胡荣华 二等奖

秦腔清唱 夺锦楼选段 彭阳县文化馆郑英凤 二等奖

男声独唱 再见了．大别lll 彭阳县文化馆祁维龙 二等奖

花儿伴舞 抓羊绒 海原县文化中心 二等奖

秦腔清唱 《葫芦河》选段 泾源县文化馆吴 勇 二等奖

秦腔清唱 杀生 隆德县文化馆敏珍李国治 三等奖

小品 救救孩子 海原县文化中心 三等奖

舞蹈 欢庆 海原县文化中心 二等奖

舞蹈 盼 海原县文化中心 三等奖

表演唱 花儿飞出山窝窝 海原县文化中心 j等奖

女声独唱 六盘山下的庄稼汉 泾源县文化馆张滢 三等奖

手风琴独奏 啊，朋友，花儿与少年 隆德县文化馆 三等奖

二重唱 西沙，我可爱的家乡 固原县文化馆张耀春梁俊玲 三等奖

男声独唱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沁罔春·雪 田原县文化馆张耀春 三等奖

秦腔清唱 《周仁回府》选段 海原县文化中心 三等奖

秦腔清唱 <白蛇传>选段 隆德县文化馆柳玉娟 三等奖

女声独唱· 兵哥哥、我爱你．中国 海原县文化中心 优秀节目奖

小品 六盘情 隆德县文化中心 优秀节目奖

秦腔清唱 《周仁回府》选段 固原县文化馆郭凤梅 优秀节目奖

秦腔清唱 ‘祝福：》选段 泾源县文化馆温彩云 优秀节目奖

女声独唱 隆德．我可爱的家乡 隆德县文化馆李金霞 优秀节目奖

秦腔清唱 <周仁回府>选段 固原县文化馆袁进芳 优秀节目奖

歌伴舞 好日子 田原县文化馆 优秀节日奖

器乐小合奏 北京喜讯到边寨 泾源县文化馆 优秀节目奖

少先队齐嗝 我们闪耀．我们燃烧 彭阳县文化馆 优秀节目奖

秦腔清唱 丹心爱国可对天 泾源县文化馆冯丽红 优秀节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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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7—2

1999年固原地区首届群文专业岗位技能大赛文艺演出创作获奖名单

文化

节目类别 节目名称 创作单位(个人) 奖项

表演唱 剪窗花 同原县文化馆作词：丁端风作曲：张志杰 一等奖

小品 山里人 泾源县文化馆创编：王文清杨立功 一等奖

海原县文化中，l=．、创意；胡佩组曲：张志风
舞蹈 盼 编导：单海霞马奕 二等奖

海原县文化中心作词：胡侃作曲：王宗华
表演唱 花儿飞出山窝窝

二等奖编导：生宗华

女声独唱 隆德我可爱的家乡 隆德县文化馆词曲：陈维荣 二等奖

少先队

齐唱
我们闪耀，我们燃烧 彭阳县文化馆作曲：燕南访 二等奖

小品 六盘情 隆德县文化馆创作：李民珍 三等奖

花儿伴舞 抓羊绒 海原县文化中心作闻：胡侃作曲：王宗华 三等奖

女声独唱 沙湖炊迎你们来 ，喾鳞，县文化馆作闻：王连喜作曲：杜惠明 三等奖

女声独唱 六盘jlI下的庄稼汉 径源县文化镶作阋：王文清作lIll：康复元 三等奖

《风雨又见到你)
女生独唱 《河边拶p》 隆德县文化馆作曲：杜志刚陈维荣王翠莲 二等奖

自治区第五届“群星奖”暨全区第三届群众文化专业岗位技能大赛文学、论文获奖名单

表17．7—3

作品

类别
题目 作者 作者单位 奖项

文学 小戏《甜甜的U子浓浓的情》 王文清 泾源县文化馆 一等奖

文学 戏剧小品《其实不想走》 冯义红 泾源县文化馆 二等奖

文学 戏剧小品《路遇》 陈瑜 海原县文化馆 二等奖

固原市
论文 古堡中的静秀与空灵》 王龄松 二等奖

文化体育局

论文 “踏脚”的产生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 王文清 泾源县文化馆 二等奖

论文 奇葩绽放硅真容 张志刚 海原县文化馆 二等奖

伞更成
论文 加入WTO后图书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原州区罔书馆 二等奖

粱晓红

论文 回族群众文化初探 李佐珍 海愿县文化馆 二等奖

原州区
论文 从考古资料看古代戎族社发展状况 马金梅 二等奖

文物管理所
论文 浅谈文化馆在传播先进文化中的作用 张军元 原州区文化馆 二等奖

原州区
论文 罔书馆职业道德浅论 杨 芳 二等奖

文物管理所
文学 散文《拾到的故事》 ． 王巧玲 两上．县文化馆 ■等奖

论文 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李晓旗 原州区文化 ■等奖

市场稽查队

论文 少数民族地区网书馆改革的思考 郭 建 两古县罔书馆 ■等奖

原州区歼乡
论文 对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思号 杨惠琴 ：i等奖

文化站

论文 标志没计与审美没汁 杨明姬 原州区史化馆 ■等j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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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谚———————————————————～—————————————一
自治区第五届“群星奖”暨全区第三届群众文化专业岗位技能大赛文学、论文获奖名单

续表17．7—3

作品
题目 作者 作者单位 奖项

类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西吉县文化产
论文 李怡 西吉县文化馆 三等奖

业的作用

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
论文 温彩云 泾源县文化馆 三等奖

现状调查分析

固原县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原州区文物
论文 王芳 三等奖

建议 保护管理所

浅谈巾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经济发展中
论文 邵玉珍 海原县文化馆 三等奖

的价值

文学 快板《说泾源》 谢鹏 泾源县文化馆 优秀奖

文学 诗歌《同在党旗下我是巾国人》 李雅冰 海原县文化馆 优秀奖

文学 散文《小小荷包传真情》 王海邦 西吉县文化馆 优秀奖

论文 用先进文化引领基层文化建设 苏国恩 西吉县文化局 优秀奖

论文 文化馆应该重视无形资产的开发和利用 赵广霞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张发祥 原州区
论文 论固原地区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优秀奖

胡学珍 文化体育局

论文 对发展同原区域文化产业的思考 杜东玲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振兴秦腔戏曲艺术是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
论文 范红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部分

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升固原文化市场 容雄 原州区文化
论文 优秀奖

管理水平 石丽 市场稽查队

浅谈少儿罔书馆在素质教育巾的地位和
论文 张棒艳 原州区图书馆 优秀奖

作用

论文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努力搞好文物保护 曹惠玲 原州区文物管理所 优秀奖

原州区文化
论文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加快固原文化建设 李晓奇赵丽红 优秀奖

市场稽查队

原州区文物
论文 增强法制观念，搞好文物像护和利用工作 胡永样 优秀奖

管理所

原州区
论文 关于“四有”工作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王金铎 优秀奖

文物管理所

论文 牢牢占领基层思想文化阵地 徐志红 彭阳县文化馆 优秀奖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当代图书馆读者服
论文 张万有 彭阳县图书馆 优秀奖

务最响亮的语者

论文 新时期罔书馆馆员继续教育的思考 者晓玲 彭阳县图书馆 优秀奖

论文 当好新时期少儿读者的导航员 公育梅 彭阳县同书馆 优秀奖

张正国 海原县
论文 浅谈舞蹈演员素质培养 优秀奖

苏刚 文化中心

论文 沦在文化建设中如何发挥德治的作用 庞绍兰 海原县文化馆 优秀奖

论文 浅谈细何搞好贫l稠地区的群众文化事业 洪颖 海原县文化馆 优秀奖

论文 浅谈巾固书法的审美．C、理根源 王新林 海原县文化涫 优秀奖

·137＆



文化

自治区第五届“群星奖”暨全区第三届群众文化专业岗位技能大赛美术、书法、摄影获奖名单

表17．7—4

作品

类别 作品题目(名称) 作者 作者单位 奖项

摄影 期盼的IJl乳 马玉芬 泾源县文化馆 一等奖

书法 四条屏 邵成玺 隆德县文化局 二等奖

摄影 红与黑 张国勤 隆德县文化馆 二等奖

美术 油画《庭院》 李学智 西吉县文化馆 三等奖

美术 工艺制作《美好向往》 仲 婷 泾源县文化馆 三等奖

书法 四条屏 燕南仿 彭阳县文化馆 三等奖

书法 中堂 张国勤 隆德县文化馆 三等奖

美术 国画《六盘山》 张国庆 隆德县文化馆 优秀奖

书法 四条屏 李永福 彭阳县文化馆 优秀奖

书法 中堂 张玉中 隆德县文化馆 优秀奖

书法 条幅 万亚平 彭阳县文化局 优秀奖

摄影 呼唤森林 杨 明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摄影 山乡春色 杜东玲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摄影 生命 石贵宝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摄影 米粮JIl 宋卫东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2005年第六届全区“群星奖”暨第三届全区群众文化专业岗位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表17．7—5

节目类别 节目名称 作者／表演者 所在单位’ 奖项

创作类 打工妹 杜志刚 隆德县文化馆 银奖

丹莉、康红梅

舞 声乐
表演类 四个大嫂逛园区 原州区文化馆 银奖

倪彩琴、徐爱琴

台 鲤原之歌 粱俊玲 原州区文化馆 铜奖

艺 创作类

术
想妈妈 杜志刚 隆德县文化馆 铜奖

．表 器乐 节日的祝福 ．杨丽娜 同原市文化局 银奖

演 舞蹈
表演奖

驰骋草原 张慧宁 同原市文化局 铜奖
类

话剧《盼归》 倪彩琴、丹莉、徐爱琴 同原市文化局 银奖
综合类 表演类

劳务输出唱赞歌 赵春、黄瑞妮等 嗣原市文化局 银奖

国嘶类 仡鸟》 刘文胜 同原市 铜奖

造
国Illli类 天高云淡 张国勤 隆德县文化馆 铜奖

型． 国画类 桃 韩世斌 彭阳县文化馆 优秀奖

艺 书法 对联 邵成玺 隆德县文化局 金奖
7R

四条屏 梁志强 彭阳县文化馆 金奖
类

书法

书法 对联 张同勤 隆德县文化馆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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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一
2005年第六届全区“群星奖”暨第三届全区群众文化专业岗位技能大赛获奖名单

续表17．7—5

节目类别 节目名称 作者／表演者 所在单位、 奖项

书法 斗方 万亚平 彭阳县文化局 铜奖

书法 六尺对联 燕男访 彭阳县文化馆 优秀奖

书法 四条屏 瓮志罡 彭阳县文化馆 优秀奖

造 书法 中堂 王立地 彭阳县文化局 优秀奖

型 书法 条幅 杜斌 西吉县文化馆 优秀奖

艺 摄影 民族旋律 杨明 原州区文化馆 银奖

术 摄影 发展中的西吉 李学智 西吉县文化馆 优秀奖

类 摄影 生命的颜色 王小兵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摄影 六盘雄姿 杜冬玲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摄影 梯田 李玉琴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摄影 春之语 杨明姬 原州区文化馆 优秀奖

戏曲小品类 远亲不如近临 王文清 泾源县文化馆 金奖

小说类 山道、少女、牛贩子 李银盼田园 隆德县文化馆 银奖

散文类 玉米 穹字 彭阳县文化馆 铜奖
文

散文类 门外杏树门里串枝莲 李义 西吉县文化馆 铜奖
学

类
诗歌类 无期的思念 王莲喜 隆德县文化馆 铜奖

组诗类 月光为准而照 杨秉卓 彭阳县文化馆 铜奖

戏曲类 夸夸彭阳县城美 王立地 彭阳县文化局 铜奖

诗歌类 彭阳颂一说交通 刘惠 彭阳县运管所 优秀奖

三、少儿文艺

1987年6月1日，固原地区美术协会、书法协

会与地区团委等单位联合举办“固原地区首届少年

儿童书画展”。展出近200位小作者的223件书画

作品。1988年6月．固原地区美术协会与自治区少

年儿童艺术委员会、固原青少年宫等单位在银川联

合举办“固原县少年儿童书画展”。1989年9月，在

“长城贸易杯”宁夏小歌手、小乐手、小舞蹈演员比

赛中，固原地区30位小演员和4个舞蹈、7位编导

老师、6位组织家获奖。获小舞蹈演员银奖者：黄

涛、马卫卫、李强、吴利娜、张迪华、张燕、戴玉静、王

燕、倪霞、槽霞、马惠云、马小蓉、何惠、张迪安、武

洋、刘虎、翟文飞、安浩龙、佘蓉艳；获小乐手铜奖

者：李向东、马莉、马丽娜、马兵、马燕、陕新燕、赵

娟、王寒梅；获表演奖的是：郭勇、何蓉蓉。获耕耘奖

的编导老师：甘永蟾、李正宏、薛燕、何晓琦、张新

坤、王彩琴、罗彦海；获伯乐奖的组织者范泰昌、马

贤明、隋秀花、哈淑琴、马正相、周登殿。同时，固原

地区代表队并获少儿文艺丰收奖。

1992年6月，在(92全区少年儿童暨美术教师

造型艺术展览》中，张鹏、许杰、袁慧、袁希俊获优秀

作品奖，杨春泉、张立、王旭、马继龙、王海霞、曹田、

史俊、张维晨、王军娥、李悦、李灏、沈惠琴、陈纪颖、

王磊、宋志国、王丽、季天峰、黎阳、强树荣、孙睿华、

黄喜超、李捷、张利、王晗、王瑛、天灵、姬鹏礼、李兴

科、安鑫获入选奖。

1997年．在97迎香港回归暨全区第二届“鸿

兴达杯”少年儿童书画展览中．固原一中获优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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