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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门亲家》是垦利区制
作的第三部吕剧电影，前两
部《幸福公寓的笑声》、《考丈
人》已在全国放映20余万场，
覆盖了全国9万余个村庄，受
众人群达2000万人以上。

垦利区在“文化惠民”工
程建设过程中，注重通过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来自
黄河入海口的声音传播到全
国各地。今年上半年，垦利区
重新编排了小戏《大后方》、
小品《老爸老爸》，获得了第
四届中国梁祝艺术节二等
奖；改编的吕剧歌曲《等你在
黄河口》及小品《大后方》、

《家乡的味道》受邀参加全市
春晚，获得大家一致好评。重
点打造的舞台剧《印象黄河
口》，以实景为背景，以垦利
多元的文化为载体，将黄河
文化、渔民文化、民俗文化、
移民文化等传统文化融入其
中，展现了垦利多姿多彩的
文化形象。

健全完善的公共文化网
络体系，能够提高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能力。撤县设区以
来，垦利区积极完善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在
全区建立了59个文化馆分
馆、73个图书馆分馆，建设了
60处乡村剧场、20处数字文
化广场、15处黄河口悦读书
社。

为了推动发展成果由全
民共享，垦利区以振兴乡村
文化为总目标，以文化馆总
分馆为依托，继续深化群众
文化活动品牌“村村唱戏村
村舞”，组织开展才艺大赛、
诗歌朗诵等群众文化活动30
余场次；组织社会文艺团体、
社区、机关、企业、镇街等开
展形式多样的培训，累计培
训3 . 6万余人次；在文化馆和
镇街分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免费培训40余个班次；打造
了“舞动红扇”全国志愿服务
品牌，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

在文化创建过程中，人
民群众享受到了文艺活动带
来的乐趣。每年春节、元宵节
期间，垦利区都会举办多项
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的文
体活动，其中有不少是群众
自办、自编、自导、自演的文
化活动。垦利街道大三合村
多年来自发举办春节联欢晚
会，全村群众乐在其中，展示
了风采，凝聚了人气，激发了

活力。
在实施传统文化传承过

程中，垦利区以“尼山书院”
为主要阵营，推进“图书馆+
书院”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开展了南怀瑾先生国学著作
作品展、“垦利谈心”、青少年

“小小志愿者”服务、读书沙
龙、年俗文化展、猜灯谜活
动、品读国学经典等形式多
样的读书活动51项次，参与
读者达6000余人次，活跃了
居民文化生活，提高了群众
文化素养，促进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保护遗址文化，追忆先
祖农耕。垦利从商周时期就
出现了人类文明，有着三千
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将垦
利历史传播宣扬，垦利区相
关部门发掘创作了一批优秀
非遗节目《垦利八大宝》、《黄
河口落子》、《祭海鼓韵》，举
办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
质文化遗产活动“多彩非遗
保护、美好生活”系列活动，
取得了良好效果。海北遗址、
刘家遗址是垦利境内最早的
几处古遗址，为更好的利用
该宝贵的历史资源，垦利编
著了《丝路之光——— 垦利海
北遗址考古和文化精粹》，举
办《“溯盐”刘家遗址十周年
学术书法展》，研究论证海北
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
系，为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
古代制盐业的研究提供了有
力论据。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
强则民族强。垦利的文化建
设厚积薄发，为“宜居宜业新
城区、美丽幸福新垦利”建设
加速助力。

5月 1 7日，吕剧
电影《对门亲家》在
垦利区举行首映仪
式。这部电影由垦利
区文化部门联合制
作，讲述了垦利区新
农村里两位青年李
笑笑、张志强和其两
个家庭的故事。通过

“戏曲+ 喜剧”的形
式，塑造了李笑笑和
张志强两位当代青
年农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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