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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宣传处： 

一、项目概述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展现戏曲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魅力，交流辅导中心面向

全市开展“戏曲名家进社区、公益辅导千场工程”活动。此

项活动既发挥了天津市表演艺术交流辅导中心的职能作用，

又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为

建设文化强市、美丽天津，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弘扬

民族精神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辅导中心面向农村、社区、开展戏曲辅导活动，每年辅

导培训 1000 场以上，覆盖天津市各行政区县。通过每年开

展 1000场以上的辅导培训，让越来越多的人喜爱戏曲文化，

有机会接受专业地辅导培训，力争培训出一批有特色、有人

气、有品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文化社会团体。  

为检验辅导培训成果，满足戏迷群众登台演出的期望，

丰富农村、社区的群众文化生活，辅导中心在农村、社区、

每年开展 20 场以上“戏迷大舞台”演出活动。将戏曲舞台

搭建在农村、社区，这不仅体现出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时代要求，还一改过去的“送文化”为“种文化”，将传



 

统民族艺术中的精华所在传授给广大戏迷群众，为戏曲艺术

在基层社区中的宣传、推广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传

统戏曲艺术生根发芽。 

二、2016 年项目完成情况 

1、辅导工作 

辅导中心开展的“戏曲名家进社区 公益辅导千场工程”

活动，这项活动受到了社区戏迷的热烈欢迎，直接得到专业

老师点对点、面对面辅导的戏迷已达 3000 多人，截止 2016

年底已在去年 33个社区的基础上发展到了 76 个社区，全年

下社区辅导 1000多场次，覆盖了市内 14个区县，受众戏迷

数万人次。 

2、“戏迷大舞台”工作 

“戏迷大舞台”是 2015 年启动“戏曲名家进社区 公益

辅导千场工程”后，根据广大戏迷的需求而推出的又一个项

目。在开展“戏曲名家进社区、公益辅导千场工程”中，我

们发现戏迷渴望登台演出的愿望非常强烈，对戏迷来讲能登

台演出就是一次圆梦。同时，“戏迷大舞台”的推出也是对

我们“戏曲名家进社区、公益辅导千场工程”活动的补充，

也是对辅导成果的一种检验。“戏迷大舞台”将秉承“人人

享受文化”的理念，通过专业老师的辅导，引导社区戏迷自

演、自娱、自乐，把舞台搭在老百姓的家门口，把欢乐送到

老百姓的家门口，以此帮助戏迷实现登上正式表演舞台的梦



 

想。 

2016 年 6 月 4 日晚，“戏迷大舞台”首场演出在稗甸村

举行并顺利完成，为我们接下来“戏迷大舞台”的开展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全年在农村、社区、剧场完成“戏迷大舞台”

演出活动 20 场，观众达数万人，使近千戏迷圆梦舞台。 

2016年，这项活动获得了文广局系统“最美文化人”团

队奖。 

  三、活动取得的效果 

“戏曲名家进社区，公益辅导千场工程”及“戏迷大舞

台”展演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惠及戏迷票友数万人

次，对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家战略，对传承国粹、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四、总体情况总结 

2015年年初，辅导中心领导班子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深刻意识到，天津的文化底蕴丰厚、戏曲艺术已深入到

百姓的文化生活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社区居民对于文

化的参与度不断增加，却苦于得不到专业人员的系统指导，

这既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又能与中心职能相契合。为此，辅

导中心领导班子成立“戏曲名家进社区”工作小组，充分调

动每一名干部职工的积极性，邀请我市知名戏曲演员进社

区，为广大戏曲爱好者进行系统性、专业性地公益辅导教学。



 

这项活动既体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时代要求，还

变过去的“送文化”为现在的“种文化”，将传统民族艺术

中的精华所在传授给社区戏迷群众，对戏曲艺术在基层社区

中的宣传、推广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的尝试与探索，也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重要补充。 

  “戏曲名家进社区”活动主要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是形式新颖，广受欢迎。 

自从 2015 年 3月 30 日，在北辰区普东街田园小区居委

会首场活动启动以来，“戏曲名家进社区”足迹遍及市内六

区和东丽、北辰、武清、宝坻等 14 个区县的 70多个社区，

为 3000余名居民票友开展辅导培训近 1500场，最远的培训

点则到达了宝坻双王寺村。活动采用全天候、面对面和常态

化的文化辅导新形式，使戏曲爱好者在短时间内掌握了演出

技巧，提升了艺术水平。自活动开展以来平均每周都会增加

两个新的培训点，辅导现场多则 50 余人、少则 20 人，不少

群众主动当起了志愿者，协助工作人员做好联络协调工作，

许多新的社区积极和辅导中心联系，希望在自己的小区“开

班”。  

二是相互支持，教学相长。 

担任辅导培训工作的艺术家不计报酬，不计得失，风雨

无阻，教学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体现了德艺双馨的精神。



 

社区戏迷参与踊跃，排练认真，虽然学员中以老年人居多，

但学起戏来依旧是严肃认真，任何一个细微之处也不放过。

许多学员表示：“如果不是老师的指点，自己可能永远找不

到窍门”、“能得到专业老师的上门指点，这是做梦也想不到

的事”，正是这朴实的话语真切地表达了戏迷们对这项活动

发自内心的热爱。  

三是反响热烈，效果显著。 

截至目前，辅导中心共收到社区戏迷送来的几十面锦

旗，体现了他们对这项活动的肯定与支持。新华网、人民网、

文化部网站、北方网、《天津日报》、《今晚报》、天津文化信

息网等诸多媒体都对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天津日报》在

报道中指出“艺术家们是踏踏实实深入生活走近百姓、实实

在在做事、认认真真弘扬戏曲艺术，我们看到了居民票友们

沐浴在国粹艺术中的幸福”。  

四是群策群力，迎难而上。 

“戏曲名家进社区”活动对于辅导中心来说是一项全新

的工作,任务重、困难多, 在辅导中心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广大干部职工群策群力，全身心投入，因为辅导培训的特殊

性，许多干部职工放弃了节假日、放弃了周末，不计较个人

得失，将一场场辅导培训带到了社区，保证了辅导培训的时

效性和完整性。 

  此项活动的开展不仅带火了基层戏曲事业，更好地实现



 

了文化惠民，也为凝聚职工队伍共识、转变单位面貌开了一

个好头。活动的开展不仅带动了辅导中心面貌的改善，同时

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开拓进取，抓学习、强队伍，抓管

理、促发展，全面提升辅导中心工作水平，增强服务意识，

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服务，建立健全百姓文化需求跟踪反馈机

制，将更多的文化服务送到老百姓手里，让老百姓真正喜欢

文化、参与文化、创造文化。 

五、2017 年工作重点 

年初，辅导中心分别召开了评剧、京剧社团负责人座谈

会，分别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建议。根据大家的意见、建议，

经我们反复研究并征求辅导老师意见，制定了 2017 年工作

重点。 

 一、社区辅导在 16 年 76 个社区的基础上增加到 100 个

社区，辅导场次在 1000场以上。  

二、“戏迷大舞台”演出活动在 16 年 20 场的基础上增

加到 50场，以使更多戏迷圆梦舞台。 

三、演出形式 

 社区演出以两至三个社团为单元开展演出，每月，京剧、

评剧各演出三场。社区演出节目的编排，由社团、辅导老师

共同商量决定，原则上辅导中心不提供服装、化妆、道具服

务，演出时间安排在 2小时以内。涉及户外搭台、剧场演出，

辅导中心负责统筹安排，每年不少于 10 场，演出节目的编



 

排，由辅导中心、辅导老师、社团共同商量决定。 

 “戏迷大舞台”演出活动，应结合迎十九大、市党代会、

全运会、重大节日搞专场演出。专场演出由辅导中心统筹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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