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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辞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 李宗伟

今年是山东省艺术馆成立五十周年，我受厅领

导班子的委托，表示热烈祝扭。

半个世纪以来，省艺术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XM,平理论、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现指引F，在省文化厅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全

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艺术馆人的艰

苦创业，辛勤奉献、勇于开帮．践行职能，不负众

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特别是在当前大

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艺

术馆的全体同志继往开来．锐意进取，大胆创新、团

结协作，坚持以人为车，提升公益职能，较好地发

挥r我省群众文化事业的龙头作用，使我省的群文

事业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

省艺术馆初创时期，虽然人员匾乏，设备简陋，

条件十分艰苦．1：[!l是艺术馆人忠于祖国的艾化事业，

热矮群众文化的率职工作，他们坚持文艺为。社会

l+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积极珊彻党的。百

花齐放．玎家争鸣”的方计，不仅创作演出了大量

的戏剧曲艺歌曲等精品节R．还辅导埔养r人批的

文艺骨干，壮大r群众文化队伍。他们探矶身史是

人民创造的，悠长的历史枝头的艺术之果，大都蕴

藏和散落在民l可，于是他们告别家人．离开城市，打

起背包．深人偏远的山区和贫困的}村，一年里，有

八个月扎根在基层，与民问的老艺人，老歌手们同

吃同住同劳动，与他们交朋友，做学生，真心向他

们求教。以对艺术的真诚．换取对方的信任，他们

一音一符记录着民间世代传说的古老歌曲，一举一

动II自摹着行将湮灭的民间舞蹈，耀人进行挖掘整理、

艺术加工，从而拂去了一颗颗艺术珍宝身上的泥土，

使其在祖国的艺术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辉。虽可

珍贵的是他{fJ把尘封多年的山东艺术瑰宝——海阳

秧歌，胶卅l秧歌和鼓了秧歌即山球三大秧歌，深入

挖掘．精心编排，使其帆乡里民间登上丁大雅2堂。

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抖青年联政节}．．当山

东的鼓r秧歌以萁喜庆、拜放，雄壮的风格和浓雨

的黄f：味展现在世人而前时，世界被震惊了，惊叹

Ip华民l目』竟然坯肯这样精彩绝伦的艺术流传。此外．

蛳《唱起“j歌乐悠悠》、《越哺0鹏越陕活*等曲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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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一大批民歌。在全国民间音乐舞蹈大赛中获得

等奖或太奖，将我省的群众文化创作和演出推到

r一个时代的高峰。

十年动乱时期．省艺术馆也像其他文艺团体一

样，遭受了严重破坏和打击．但是在艰苦的磨难面

前，艺术馆人没有沮丧、没有妥协，而是怀抱着对群

众文化的热爱之心，对祖国文化赤诚的爱，继续进行

艺术创作和默默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进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省艺术馆叉重新焕发

了青春，各种艺术培训班如同雨后春笋般建立，节假

H社区民间的文艺演唱活动异常繁荣．多种形式的

美术摄影展不断举办，《山东民间歌曲论述》、《山东

地方戏唱腔欣赏》，《山东琴书流派简介》等一大批专

著相继出版．使我省的地方戏曲和民间演唱活动又

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编辑刊物、繁荣文艺刨作方面．省艺术馆的同

志也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57年

6月，我省历史晟为悠久的综台性文艺刊物《群众艺

术》创刊，至此，群众演唱的文艺作品有了自己的园

地。此后虽然几经变迁，但仍坚持至今，先后发表曲

艺小戏小品剧本2000多个．乜Ⅱ作歌曲1000多首．专

业知识讲座100多篇．理论研究文章1C00多篇，这

些作品．对群众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为基层的乡镇小剧团乃至业余宣传队演出提供了丰

富的脚奉，活跃了地方和社区的舞台，也培养造就了

大批文艺创作的新军，壮大了文艺创作的队伍。

更为可喜的是，在新形势下，为了将群众文化生

活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将我省的社会主义文明建

设推向一十新的境界，省艺术馆的同志们注重把握

全省经济建设和文化活动的动向，注重研究，精心策

划，在髟响大、参与多．效果好的重大活动中下力气。

近年来，由省艺术馆牵头，或者由省艺术馆辅导组织

的大型广场演出、文艺汇演．歌手大赛，曲艺大赛，

美术摄影作品展出等全省性的重大活动一个接着一

个，许多活动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标志性品牌．为山

东争得了荣誉。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在树立科学发展观，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杜会的今天，省艺术馆也面

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首先，省艺术馆应该进一

步明确自己的职能，对自身的社会定位要准确把握。

要充分发挥自身在全省群文系统中的兜头作用，通

过组织开展仝省具有辐射1嶂!、示范性和导向性的群

众文化活动，满足全省城乡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

需求。觅分发挥艺术馆自身的辅导、培训，指导和研

究功能．将我省的群众文化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通过艺术馆自身对现有体制和机制的改革，通过

更翼开放性和更具竞争性的优胜劣汰，使艺术馆的

业务素质和竞争机制能达到和满足时代的需求。

五ff年来．一代代的艺术馆人的奋斗努力．为我

们的令天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任劳任怨．践行职

能，成绩斐然，劳苦功高，在建馆五十周年之际，我

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问候!

五十年来，省艺术馆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与

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各地市群文系统干部职工的大力

支持．团结台作是丹不开的，我们表示诚挚感谢!

正是各级领导的大力关怀和各地市艺术馆、文化馆

(站)的同志们的相互支持和无私的帮助，我们才能

共同支撑起我省群众文化的一片蓝天，才能筑造起

先进文化的时代大厦。

祝愿省艺术馆的同志们工怍顺利，生插愉快!

祝疆大家随着历史的进程，再接再励，谱写出新的

壮丽的箱章!



抚今追惜忆辉煌

与时俱进展未来
—～庆祝山东省艺术馆成立50周年

●■■■●■■■■■—■■■■■■—■■■●●■l

王寿宴(山东省艺术馆馆长)

2007年1月，时逢山东省艺术竹黼50周年。感
慨万千，撰写此文以示庆贺。50年的发展历史，铸

就了50年的辉煌成就t 50年的风雨历程，记述了一

代代群众艺术馆人和广大群文工作者拼搏与奉献的

其同经历。抚夸追惜．我们引以为光荣与自豪．展望

未来．我们倍感任重而道远。

一．50年的回顾

5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省文化

厅的正确领导’F．省艺术馆不断发展壮大，逐步确立

了在全省群文战线的巾心位置，始终筮挥着群众文

化的龙头作用。所仟领导班子和几代艺术馆人坚持

党的“二为方向”，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按照先

进文化的要求．趴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

感，发扬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精神，贴近生活、贴

近实际、贴近群众，在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挖掘、搜集整理、研究，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非物

质文化)遗产．组织开展群文理沧研究和业余文艺作

描创作，辅导、培训业杂文艺骨干和社会文艺团队．

指导推进群众文化活动的普殛与提高等方面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

进社会主义和谐n台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蛮现广人人民群众的麟本文化权盘和促进人民群众

的全可发展，拉挥丁税橱的作用。

(一)蛊挥点头作用，积极开展导向性，示范性

群众文化活动．提高彝共文化服务水平

发挥她头作用．积极开展全肯悱导向州r、示范

性群众文化活jilJ，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日盏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省艺术

馆存在偿然、职能所在。50年来，省艺术馆始终坚

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原则，把导向性、示范

性群众文化活动故在突出位置来抓，站在仝省的层

面上，队社会文化为基础，咀全省艺术馆、文化馆

(站)为网络，咀导向性、示范性群众文化活动推动

社会文化的提高与普及．组织策划了生省性具有影

响力和推动力的史艺台演，调演展览及各类比赛活

动达200糸次，

建馆初期，在全国第二届农民音乐舞蹈会演中．

我馆组织排练的g鼓子秧歌》．《大实话*节目教列人

晋京汇报演出剧目，中央领导刘少奇、朱德，周恩米

等观看演出井与全体代表台影留念；我馆组织策划

的山东省职工业余会演，推荐出部分节目加T整理。

参加r全国职【‘会演，薛传训演唱的柳琴调《越唱心

里越快活》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并拍成电彩、

灌制成唱片，在全国广为流传。

改革开放为群众文化活动洼^了生机和活力。

上世纪80年代相与省电台丈艺部、省总工会宣传部

在省体育馆联台举办了《群众艺术*曲艺作品演唱

会，著名相声演贝善昆．车文华，常宝华、石富宽、

刘伟，冯巩等参加了演出．成为当时济南文艺生活中

道最舰丽肿风景。J地纪90年代，我们戚功地承

力、r全闻农比歌}邀请辐还多狄参与组织r全宥文

化艺术节-L办或承办r全肯肯年歌手^赛戏剧票

友太赛、广场会演等枰娄演出和美术摄影腱览活动。

进人21世纪，为全面萍实“三个代采”重饕思

7



8

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党的

中心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示范性、导向性的群众

文化活动。我馆承办了争省农村小戏晋京渊巍组织

了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批“祛轮功”．宣

传抗击“非典”、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进城农

民工等专题文艺演出；为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

建设。组织承办了农村庄户剧团调演和首届农村文

化艺术节。与此同时，积极组织美术、书法、摄影展

览，如：《全国大河上下艺术摄影展》、《山东省少儿

书画艺术大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摄影展》、Ⅸ山东省

创建先进文化县系列成果展》、《新山东、新风貌系列

成果展》、《文明山东从我做起——少儿美术书法摄

影展*等。还编辑出刊了《活页歌选*、《广播歌选》、

Ⅸ群众乐坛》．《农村文艺演唱丛书*及大量文艺演唱

材料，提供给各市岂术馆、文化馆、文化站、工矿企

业文化官、俱乐部等。通过组织开展示范性、导向性

的群众文化活动，体现了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的公

共服务性，丰富和活跃了城乡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促进了全省群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二)挖掘．搜集，保护民族民间艺术遗产(非

转质文化遣产)成果王著

民族民间艺术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中

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体．是维系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加强保护工

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于民的大事。民族

民间艺术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流传于民间，

挖掘，收集，保护工作十分困难。为做好此项工作，

我馆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常年深入基层，特别是建

馆初期，在条件}分艰苦的情况下．老一代艺术馆人

对事业执着追求，不辞劳苦，踏遍全省城乡．与民间

艺人同吃同住，搜集民间歌曲1万余首、民间乐曲1

千余首，井在研究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编辑和宣传

推广，先后出版了《渤海民间歌曲选*，《山东民间器

乐曲选集*、gth东琴书音乐》等专著．搜集民间美术

品风筝、剪纸、门笺、花灯网扣、陶器、泥塑市

制儿童玩具．印花布、年画印版，草编纸糊农家盛物

用具等1 2626件．对年画和剪纸的改革进行了研究、

探索。发表了Ⅸ股东剪纸》．*谈山东畦M自c具》等一

批研究专著和文章；搜集挖掘了一批优秀民间舞蹈

节目．并在研究学习民间舞蹈的基础上，加工整理了

《鼓子秧歌*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节目。

改革开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F．艺术馆

人历经数年。完成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IU东卷》、

《中国民间器乐集成山东卷》，《中国民间舞蹈集成

山东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东卷*的编纂工作。

编辑出版了／*111东民间剪纸集*和《山东民间年画

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四卷(民间戏曲、

民间曲艺、民间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为后人留

F r宝贵的艺术财富。

进^2l世纪，党和政府把挖掘．搜集，保护民

族民间艺术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提到了空前

的高度予咀重视，各绒相继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使此项工作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我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设于我馆，承担着历史赋予

的神圣使命。自保护中心{殳立咀来，省艺术馆认真履

行职责，U饱满的热情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完成了省文化厅交办的我省参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成果展览．我省柳子戏、山东大鼓、三大秧歌、

杨家埠木版年画，高密扑灰年画，潍坊风筝．蹴鞠、

}L孟故里的粱祝传说、聊斋悝曲，盂姜女传说等10

余十重要资源项目和年画、风筝、织花布、印花布，

剪纸、木玩具、刻葫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专

著等20多个品种的202件展品参加了展览。完成了

由省文化厅组织的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青工作会

议、普查培训班、普查现场会、省级名录申报、评审

的相关工作。

为庆祝我国第个“文化遗产日”，我馆分gI在

省美术馆和泉城广场承办r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

果展览和展演。此次展览、展演活动，规模大，参加

人数多，内容丰富新颖，展示了我省丰富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和保护所取得的成赣。展览共涉及到我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16个类别400多十项目1000多件

展品：展演主要是选调进^第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表演项目进行了专场演出。通过举办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营造了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良好的社会氟围．增强了公众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全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T作的顺利进行。到目前为止．我省有27

项进人国务院公市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立化遗产

名录，160项第一批省缓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向社



台公示，2006年12月30日，省政府正式公布。

(三)群盘文艺作品制作和理论研完成墙斐蒜

文艺作品创作和群文理论研究是省艺术馆的重

蟹职责之一。建馆咀米，我馆业务下部在开展群文话

动和业务辅导培训的同时，创作了大最的优秀文艺

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省级和国家级发表的各类

文艺作品即达2000余件．其中有8部戏曲作品拍

戚电影，数十首歌曲灌制成Ⅱ日片，盒带，有100余件

作品．文章在省级或国家级评选中获奖，其中获“五

个一工程奖“l十，装“群星奖”金奖2个、银奖3

个，铜奖2个优秀奖若干。获“蒲公英奖”金奖一

个、获全国群众文化学会论文评奖一等奖2十、二等

襞2个，三等奖2个，优秀奖1个。获省级奖励80

糸项。同时，克分利用我馆创办的g群众艺术》，为

广大群文工作者搭建创作平台。K群众艺术*共出刊

400余期，发表各娄文艺作品近6000件。其中发表

剧本260余个，曲艺作品700糸个，小说，故事民间

文学作品800糸篇，评论、理论、艺术欣赏、名人rr

绍等文章900亲篇，歇曲700糸首，诗歌、儿歌800

余自，谜语370亲个，美术、剪纸、摄彩作品1000

余幅。许多作品被搬上舞台，银幕，获得各种奖励井

莪其他刊物转载。《群众艺术》的创办．为繁荣群众

文艺创作和群文理i仑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产生了

积极影响。

(日)群盘文化辅导和培训帝抓不懈．群血主化

队伍不断壮太

开展群众文化辅导和培训．是群众文化工作重

錾方面之．是一项经常性和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提

尚群众文化队伍素质．培养发现人才的一条重要途

径。在开展辅导和培训方面．省艺术馆人坚持业务人

员深入基屡．刮农村，到厂矿、到企业刘学校开展

群众文化辅导。盘【l：多次力省残联萧i4辅导参加全国

残疾人#一演节门．取得了较好成绩。我馆被民政部、

正化部、中喇戏癌人联台会评为疆心助残单位。还先

后为省监被管朋局，卉鲁甘化、大海集硎等企业和临

朐农兕剧抖l，进行々心盘岂刨{1，Jf进fi辅导排练，

±f【戚々场晚会进行iIlfm。为挺“艺术竹i业务TⅫ珀々

辅导能山，_|}{养J^雎群众文艺骨h F常人民群反的

-№糸文化牛活起纠r咀喽作川。卉饵玎化，临脚县农

R剧团t2m}为我馆群众戈化辅导的常蹬墒训堪地。

还举办了各市．县(区)艺术{11f．文化馆、文化官

俱乐部下同层状的业务研讨班和各娄艺术门类的精叫

班多期，受圳业务人员达4000余人次，培训社会文艺

骨干和儿童艺术教育上玎人次。为牡大群文队伍，提

高业务能力，增强杜会辐射功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谩箍_醍各和办套生活环境不断葭善

我馆自1957年建馆之初建造了1000多平^米的

办公楼后，堑l一世纪90年代中期，近40年来一商没

有太的基本建没投资，拜j5l施醍备已远远不能满足

社会发展和歼展群众文化活动的需求。面对这种情

况，一方面．艺术馆人为了事业发展，采取灵活多变

的活动方式．向社会提供公井文化服务；另⋯方面．

浦过正常渠道客观反映现状，积极争取有关部门和

上级领导的支持。在省文化厅等有关部门和上级领

导的关心支持帮助F，J 1995年至1998年政府相继

投人资金1000多万元，易地翻扩建了3674平方米的

宿台楼和5500平方米的业务楼，1998年底交付使用。

打Ⅱ之原有平房及宿台楼2800多平方米．现共有馆台

面积近12000平方米。

新建业务楼内设有歌舞厅排练厅，展览厅，多

功能厅 中老年活动室及少儿培训教室等中小型娱

乐活动场所13处。1999年至2002年，政府叉投入贤

盒jc_f上述活动场所进行了装修布置并购置了相关设

备。现在我们所有的公共活动场所均配有冷暖空调

及相关设备。在多功能厅配置丁数字桶音台、音频工

作站．CD剿录机和卡座，DAT，MD录音机及录像

机、摄像机MID制作系统等设备。2005年对院内

环境进行了整浒和美化。2006年对业务楼墙而进行

了耪刷．对地面进行了铺设。目前，设施设备、办公

生活环境有r明显变化，群众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生

活条H有了较太改善．，1：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形

式亦更加丰富多彩。

50年的风雨历程．群众文化]二作取得r一Ⅱ喜的

成绩。我f『J深深地体会到，领导乖视是关键．坚持“：

为。方向和“烈百”方针是根本，广大群艾r作卉乐

T：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和人民群众的J。泛参与足

推动群众文化发展繁荣的水竭动力和源泉。

50年的史践*诉我们，开展群众文化】．作，必

须r驻持“为人陀服务，_：I；J社会n义服务1ff,J^向和““

花齐放自家争lI[5”的方引．擎持弘扬E旋律．{*”l

厂



多样化．打好丰动仗的原酬．始终把满足Jl大人民群

众Ft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拉点和落脚点，

悭扬椿^基层，贴近生活，咕近实际，贴近群众，乐

干奉献的精神，充分发挥艺术馆公益性职能．弘扬民

族优秀文化．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才能

牛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促进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没．为中华民族的伟火复兴和我回现代化建

i殳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未来的展望

回顾过去，我们为群众文化T怍取得的成绩感

到自豪。展望朱来，我们更加情心百倍。当前，我国

经济社会进人关键发展阶段，文化在综台国力竞争

；p地位II益重要，人民群窳口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愈来愈高。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实现我国现代

化建设和tI哗民族伟人复兴的宏伟目怀，必须大力加

强文化建设，坚持用先进文化引领各旗人民奋勇前

进。”面对新形势，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群众文化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铆抓住难得的发展机

遇，深化改革，不断创新，大力加强群众文化建设。

(一)蛄蚌坚持辞益性，弩力辅好套共文mJUI_务

省艺术馆作为政府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省艺术馆的职能所在，是满足人

民群众Et益增长的情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我们必

顽在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上F

功夫，坚持公益性，妥善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占位，大力发展先进文

化．着力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紊质、激发奋斗热

情．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思想保障，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保障公畦享有的

基本公共文化权益．尽职尽贵，作出贡献，使人民群

众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文化成果。

(二)萍他赶革，增强活力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深化改革，转换内

部机制，改善服务．才能促进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

荣。我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试点单位，改革势在

必行，要积极稳妥地推世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建

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职上的积极性。

(三)姜一步做好非转质文化遣产的儇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艺术馆的一项重要职责，

全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设在我馆，我们深

感责任重大。当前在做好申报国家级名录．建立省级

名录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做好JE物质文化遗产的挖

掘、整理，保护．推动市、县级名录的建立工作。重

点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项日重要传承^及

乖要作品和技艺的抢救保护工作，逐步建立科学有

效的传承利用机制，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扎实有效。

(日)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刨新是群众文化事业发展lfg灵魂．是群众文化

发展与繁荣的不竭动力。只有坚持解放思想．赛事求

是，与时俱进，不断自4新，才能使群众文化工作充满

活力。群众文化的创新，要抓好群众文化理论，群众

文艺作品和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宵式的创新。

群众文化理论和群众文艺作品的创新．要坚持

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弘扬队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咀改革创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形成符合传统美德

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

确的导向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

品鼓舞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社会主义公民。要与时代同步．踏准时代前进的鼓

点，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民旌精神和时代精神的

精品力作，为发展先进群众文化建功立业。

群众文化活动内容和方式的创新．饕不断认识

和把握群众文化活动的规律．研究群众文化出觋的

新情况、新问题，正确处理好继最和发展的关系，既

要保持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民族民司艺术，叉要广泛

学习和借鉴世界一切先进文化。要不断探索开展群

众文化活动的新选径，采取多种方式，用时代的，新

颖的、进步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人民

群众积极参与群众文化活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提供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

我们坚信，在山东省文化厅党组的正确领导下

和有芫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我馆广火职工定会

咀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到群众文化工作r}l去，再创

佳缋，再铸辉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建设

太而强、富而美的社会主义新山东．作出更大的贡

献，再立薪功1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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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沽(#=)I 956年女责

#备建馆事宜井着手准备

奉m垒目农民音乐舞蹈奢

璃∞目。(左一日程光，左

：是河南豫剧名演自牛得

草#一琦张女凰．)

957年我晴组织的省杠氏

音乐青蹈会演B雄地B村

姑十合q《我们都是好扯

自》(中左)

1 957年*二届奎国牧民音

乐舞瞄合演．^$代表团

《运河}子》建^河1己谱整

理．日霞光i根生、建5

河*晶枣∞件喵(十#)

95 7年*=届奎固收民音

}青蹈喜演册．^东代＆

目《女尖话》滴喵者：￡也

i根生(甲)W谴光(L)

∞晶(W)媲^坷《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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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年7月，下放桓0县的干部目

到机关．投^音乐舞蹈训练班的辅

导I作。图曲训练班的I作凡*和

学女旮彰．省局由&新局长，李骂

尘处长、龙启i馆长、李新学王

朝中副馆长“厦金西．刘志军张

浔周冰、唐英太粱伯廷日霞

光、于栋珍，杜差扣、孙饮萍生、

陈∞军目丰洛、i颖干翔i．

960年我馆主办的^糸省音乐舞蹈

研宅班奎体学Ⅲ在所下亭留影(张浔

*稿)

I 960年戒馆丰新学、王朝中空西．

张井同志争加奎国职I文艺奢清^

}代表团辅早1作，圉为舞蹈队于

天津留彰。{张浔供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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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禁馨?麓!g誊言笋ij詈嚣产的庄朋悃n这十村干连晰+柞推不进去．真是“与世塌垲”的小^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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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霞光与王朝中去沂棼^区7胖群

盘主化活动情况，先后到临行营南

两县走访。在莒南争加T坌县盲艺

人太合{在县文化骨干会上传授

《糠走泼》。

】s开市苏河区庙上公社庙上太腿民
闸老艺人扬建荣(中】

临行市畸瓷r张北元吐笛子(右下) (日霞光掘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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