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起者
守护乡村娃读书的渴望

夏末，是个收获的季节。
这几日，一条好消息传到栖霞市

“爱的传递”助学协会。协会一直帮扶
的孩子——栖霞市苏家店集后村的范
子涵，收到了四川大学体育学院的录取
通知书。他的父母因车祸患有后遗症，
爷爷的糖尿病并发症严重，家庭困难。
范子涵因有运动天赋，助学协会从
2018年开始帮助他实现梦想，每年资
助1万元打乒乓球。2024年，范子涵荣
获全国乒乓球比赛单打第三名。

每年一度的高考，栖霞市“爱的传
递”助学协会资助的高考学子都会取得
骄人的成绩，今年共有16名大学生成
功考入本科。

14年以来，志愿者冒着严寒酷暑，
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节假日与闲暇时
间，遍访了栖霞市36所中小学及幼儿
园、780多个村庄、890个贫困家庭，临时
帮助的困难学子有1900多名，长期资助
的困难学子756名，发放爱心助学善款
及爱心物资累计1706万元，累计救助
49700多人次。他们用行动和汗水，努
力为孩子们铺就健康成长的希望之路。

如今可以燎原的爱心之火，源起于
一位乡村教师——泮爱香。

“最初走上公益之路和我的职业有
关。退休前，我是栖霞市西城镇希望小学
的一名老师，长期工作在乡村教育的第一
线。在工作中，我发现很多孩子因为家庭
的缘故，陷入了各种困境。”泮爱香告诉记
者，在学校里，她发现有的孩子没能力买
学习资料，有的学生交不起学校食堂的午
餐费，有的学生在辍学的边缘徘徊……

这些让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想尽
自己的力量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农村孩子每个月需要缴纳生活费，
2011年，每个孩子的生活费一个月大约
是150元，很多孩子交不出这笔费用，泮
爱香就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为孩子们垫
付。后来，她发现需要资助的困难学生
越来越多，自己的工资已是杯水车薪。
于是，泮爱香就发动她的兄弟姐妹共同
资助。两个弟弟和姐姐成了泮爱香的第
一批资助人，然后是她的同学和朋友、她
的事业有成的学生们。从此，“爱的传
递”助学便在栖霞开启了，慢慢建立起了
一支助学队伍。

受助者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为孩子们奔走的路上，有很多难忘
的瞬间。但更感人的是，一个个受助的
孩子，成长为了懂得感恩的人。他们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接过爱的传递接力
棒，踏上了无私奉献的旅程。

泮爱香有一个学生叫吴帅，小学4
年级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受到刺
激后，精神出现问题了，吴帅每天只能去
年迈的爷爷奶奶家。泮爱香经多方联系，
终于给吴帅找到了一对一的资助人。从
此以后，长达10年的资助，让吴帅成长起
来了。大学毕业后，小帅当了兵，他从第
一个月津贴中拿出1000元资助一名学
生。“老师，从您帮助我的那个时候开始，我
就有一个希望，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
后，我要成为你！老师，现在我长大了

……”吴帅在电话里说。泮爱香听了，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眼被泪水模糊
了，心里却被感动和开心充满。

2023年5月1日，志愿者们参加了
一个令人难忘的婚礼，婚礼上的新娘小
丽是“爱的传递”协会曾经资助的一名
困难学生，她现在已是栖霞邮政的一名
正式职工。在婚礼宴席上，她的奶奶是
她唯一的亲人，志愿者也是作为她的娘
家人出席的。小丽工作后，每月从工资
中拿出200元，资助一个困难孩子。她
说，“爱的传递”永远是她的依靠，也永
远是她的娘家人。

前几天，有一个资助人因故不能继
续资助他的学生，泮爱香在朋友圈发了一
个寻找资助人的信息。一会儿，她就接到
一个电话。团队长期资助了10年、刚参
加工作1年的树杰表示可以长期资助这
名学生。泮爱香考虑到树杰刚参加工作，
正犹豫时，树杰称：“泮老师，您放心，我已
经长大，有能力回报社会了，我一定会长
期资助这个孩子，陪伴他长大。”

泮爱香告诉记者，如今，接受资助
的困难孩子中，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孩
子每年都会到爱心之家来看看，寒暑假
过来陪伴并辅导孩子。其中，很多孩子
也长期资助着像他们小时候一样家庭
困难的学生，续写着一个个“长大后我
就成了你”的感人故事。

9大项目

成为爱心助学响当当的品牌

在栖霞市爱的传递助学协会志愿
者的救助路上，感人事例比比皆是。一

次次的活动、一次次的走访，志愿者们用
一颗颗滚烫的心，最终汇聚成强大的社
会暖流，让更多的困难学子受益。尽管
这些年一直奔走在走访落实和帮扶的路
上，但是，泮爱香深知个人和团队的力量
是有限的，是热心人士和爱心单位、企业
的共同努力，才让公益之路越走越宽。

栖霞市“爱的传递”助学协会的资
助人来自五湖四海，既有栖霞、烟台等
本地资源，也有北京、厦门、天津、南京、
上海、深圳等地的力量。在做好自身团
队建设的同时，栖霞市“爱的传递”助学
协会还与广东“爱的传”递助学协会、

“深圳市星曙光志愿者协会”“深圳市点
燃爱慈善志愿者协会”“烟台愿甜爱心
公益团队”等公益团队建立了长期良好
的合作关系。到目前为止，团队联动了
全国16家爱心组织，890多位爱心人士
参与爱心助学，广泛筹集善款和物资，
2023年一年筹集善款和物资205万元。

从资助孩子们上学，到在助困助医
助老等多领域深耕，这些年，社会各界力
量的加入，使栖霞市“爱的传递”助学协会
的服务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创建了一对一
爱心助学、童梦齐圆、爱的传递公益托管、

“火镰计画”扶贫、事实孤儿帮扶、贝诺雅
图爱心餐、扶残助残心手相牵、爱的传递
爱心书屋、暖阳助老等9大品牌项目。这
9大项目不断地实践、创新、深化和完善，
成为了协会爱心助学响当当的品牌。

随着各项爱心活动的开展，栖霞市
爱的传递助学协会的团队也不断发展
壮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4年、
2016年，团队实施的“一对一爱心助学项
目”先后两次获得山东省最具影响力的慈
善项目。泮爱香个人先后获得山东省最
具影响力的慈善楷模、山东省筑梦大师、
第五届烟台市道德模范、烟台市慈善行
为楷模、最美栖霞人等荣誉称号。

如今已退休的泮爱香和团队志愿
者们，更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放在爱心
助学上，一如既往地行走在调查、走访、
关爱贫困孩子及家庭的崎岖之路上。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1200人，14年坚守“助学”
近5万名困难学子受益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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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0场精彩演出
用艺术点亮城市之光

在烟台，如果问看剧、赏剧的好地方，本地
人会不假思索地推荐——烟台大剧院，并会骄
傲地附上一句：“好看不贵！”

位于市中心核心地段的烟台大剧院，是艺
术的空间，更是文化的舞台。打开时间长轴，回
望烟台大剧院15年，人们不禁感叹它“磁场”的
强大——截至目前，共接待国内外知名艺术团
体1014个，举办各类演出及活动近2000场，超
过144万人次观众走进剧院，烟台大剧院作为
单体剧院的场馆使用率高达71%。

来这里的观众，聆听过百年乐团、享誉世界
的美国圣地亚哥交响乐团奏出的天籁之音；欣
赏过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的唯美；品
味了世界经典歌剧名作《茶花女》的优美旋律；

感受过现象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那直抵人
心的力量；见证了崔健摇滚风采与港城夜幕的
交融；也惊叹于杨丽萍执导的大型舞蹈剧《孔
雀》的震撼……一路走来，烟台大剧院的舞台汇
聚了音乐会、演唱会、音乐剧、话剧、儿童剧、舞
剧、相声、朗诵和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

让人称道的视听盛宴背后，是政府的实干
努力及创新运维的结晶。

回眸过往，2007年9月10日，象征现代文
化艺术根脉的烟台文化中心正式奠基，作为核
心建筑的烟台大剧院，也成为山东省第一座达到
国际剧场标准的大剧院。如何运营好这座艺术殿
堂，服务于百姓大众？政府果断决策，委托国内剧
院管理行业龙头企业——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
公司运营烟台大剧院，此举在省内开创了政府在
文化领域向企业和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先
河。在烟台之后，山东省青岛、潍坊、淄博、济南等
11个城市相继加盟保利院线。截至目前，保利院

线在全国范围内受托管理剧院80余家。
选择保利，就是看中它的运营经验和演出

资源。确实如此，在推动文化市场繁荣方面，保
利剧院从没有让人失望。

2009年，烟台大剧院揭幕运营，打出的第一
张牌，便是高品质的内容。在演出引进上，严格
按照国际演艺行业通行的演出季模式，致力于
演出艺术结构的平衡。在引进艺术形式方面，
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经典与创新相对应、东
方与西方相媲美、高雅与通俗相互补，让烟台观
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种类繁多的国内外顶级
舞台艺术表演，共享最新文化的发展成果。

剧院如何赋能城市文化发展，创新的运营
模式必不可少。烟台大剧院首创的“院线演出+
公益演出+社会经营演出”“三位一体”运营模
式，荣获第二届山东省政府文化创新奖，成为地
方城市与大型文化央企合作的典范，开创了烟
台文化市场繁荣发展的新格局。

“惠”剧烟台 澎湃动能
构建文旅融合新高地

“光影的跳跃、声音的空间感，只有坐在剧
院中才能体会到，现场演出的每一部戏，都是不
可被复制的。”作为一名剧场“发烧友”，李女士
对烟台大剧院的观剧体验赞叹不绝。这儿的艺
术土壤和惠民票价，给了她一个大惊喜，集聚着
顶尖优质的剧场院线资源，多数票价在200元
左右甚至更低，“家门口就可以花小钱看大剧，
真是幸福。”

艺术规格高起来了，但价位不能高。正如
李女士所言，在为市民奉献文化盛宴的同时，烟
台大剧院始终坚持“高贵不贵，文化惠民”的经
营理念，开业运营15年，年平均票价仅为129
元。同时，为了普惠百姓，全面提高公众艺术素
养，烟台大剧院严格落实“限高保低”的惠民票
价政策，每场自营演出中百元及以下惠民票数
量不低于总座位数的15%。从2022年起，烟台
大剧院还创立了公益讲座品牌“青春艺课堂”，
票价仅为1元。

“低票价”的背后，是政府民生情怀与央企社
会责任的联动效应。近年来，烟台大剧院在剧院
经营管理、演出经纪及内容出品制作、票务营销
等方面完成了全产业链布局，有效地控制了成
本，低票价制得到坚决落实，让百姓尽享艺术之
美，让艺术“惠”剧烟台。如今，走进剧院看剧、品
剧已成为烟台市民休闲生活的习惯性打开方式。

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跟着演出去旅
行”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尚。作为城市性格缩影
和文化地标的剧场，近年来，烟台大剧院积极探

索以演出带动文旅发展的新模式，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构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高地。

今年3月份，“张远新歌分享会”亮相烟台大
剧院，吸引了 1200 多位歌迷到场观看，其中
90%都是外地歌迷。在聆听音乐的同时，他们
还畅玩了仙境海岸；而由烟台籍艺人刘敏涛主
演的明星话剧《俗世奇人》，更是吸引了各地话
剧爱好者齐聚一堂。他们通过一场剧目认识烟
台、了解烟台……双向奔赴的故事不胜枚举，烟
台也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演出旅行目的地。

艺术润心 文化铸魂
打造开放型公共服务阵地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建院之初，烟台大剧
院便为自己做了明确定位：以文化定制，以艺术
润心，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打造城市文化
品牌。

基于此，在不断追求探索与发展的道路上，
烟台大剧院发挥自身渠道、资源、管理优势，着
力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艺术素养、提升城市品
位。借助保利院线强大的演出资源优势，加强
精品演出节目的策划，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具
有烟台大剧院特色的各类演出季，比如“新春演
出季”“戏剧舞蹈演出季”“保利城市岛屿音乐
季”等，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与认可。

如果说做好节目是剧院的本分，那打造艺术
教育便是剧院的竞争力所在。作为艺术空间的
载体，如何打造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阵地？
烟台大剧院聚焦观众需求，蹚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子：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打造开放型剧院。

多年来，烟台大剧院相继举办了“市民开放
日活动”“打开艺术之门”“市民音乐会”“青年文
化艺术节”“青春艺课堂——艺术名家大师课”
等独具特色的文化惠民品牌活动，此起彼伏，串
点成链。由台前到幕后、由观众到主角，不仅增
强了公众互动、提供了梦想舞台，还提高了市民
审美情趣和文化艺术修养，让更多的人走近艺
术、喜爱艺术。

历经多年的培育发展，艺术普及教育的“烟
台大剧院”样板日渐成形，并得到广泛传播。目
前，“烟台市少年儿童艺术大会”“京剧夏令营”

“烟台小明星·保利大舞台”“烟台保利童声合唱
团”等艺术普及品牌，通过“长流水，不断线”的
艺术普及教育，使艺术普及与演出运营互为支
撑，形成了良性互补。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烟台大剧院将“京剧夏令
营”活动从烟台拓展到华北各地市，活动覆盖到北
京、天津、唐山、衡水等华北多省市的重要城市，不
仅建立了创新的艺教研学品牌、多角度展示夏令

营游学成果，还实现了创新文旅融合产品。

与城市共成长
奏出美好生活乐章

如果说城市是一本书，剧院不仅是这本书
的封面，更是书中最精彩的段落。15年来，烟台
大剧院始终与这座城市共同发展。

在演出方面，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承接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决赛、山
东文化艺术节、书博会、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
中国歌剧节等高规格且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
性文化艺术盛会和艺术活动；还多次承接烟台
市民文化节、烟台新年音乐会等重大活动，提供
了全方位的演出接待和票务支持。

文化交流既要“请进来”，更要“走出去”。
烟台大剧院立足自身功能定位，广泛开展多元
化、多样性的艺术交流，助力本地院团在全国演
出市场破题出圈，提升烟台文化的影响力。

自2010年起，烟台大剧院利用保利院线平
台优势，10余次“牵手”本地演出院团走向全国
巡演。烟台原创京剧《烟台解放》《戚继光》、原
创音乐剧《审判日》等剧目成功走向全国演出，
烟台文华现代乐团《“光荣与梦想”音乐会》也被
推向北京、天津、衡水、魏县等城市剧院，在全国
范围内开创了群众文化团体进入专业院线的先
河，成为全民艺术精品普及的典范，进一步擦亮
了“仙境海岸 品重烟台”城市品牌。

作为“市民美育的园地、高雅艺术的殿堂、
文化服务的平台、文明城市的窗口”，伴随烟台
大剧院的一路成长，烟台城市文化艺术氛围也
日益浓郁，市民艺术修养与文明素质得到了显
著提高。

为迎接十五周岁生日，烟台大剧院建院十五
周年系列活动将于2024年9月15日开幕，于12
月31日闭幕，历时三个半月。以“日、周、月、季”
为时间轴，剧院推出建院十五周年院庆发布日、
欢乐院庆周、感恩会员月、十五周年演出季四大
主题活动。期间，剧院将引进22个项目、26场演
出，涵盖音乐会、舞剧、舞台剧、戏剧、戏曲等艺术
形式。剧院还将策划户外沉浸式公益活动、非遗
进剧院等文化活动，以多元、生动、有趣的艺术形
式，打造更创意、更丰富、更好玩的艺术现场。

城市文化的发展，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烟
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迈上万亿之城的背景
下，烟台大剧院将继续肩负使命，打造一座有温
度、有深度、有热度的剧院，让更多人走进剧院、
爱上艺术，努力推动文化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
享，构筑厚重深邃的城市精神和艺术品格，以文
化积蓄城市前行的力量。 （常瀞文）

“及笄之年”风华正茂
烟台大剧院风雨兼程十五年永葆初心结硕果

“学习强国”不仅仅是一个APP，更像是一扇窗，让我们能够窥
见国家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变迁。在这个平台上，从党的理论知识
到国家的政策解读，从历史文化传承到科技创新前沿，每一篇文章、
每一个视频都充满了智慧与启迪。

在“新思想”栏目中，系列文章和视频课程不仅为我提供了理论
武器，更指引了我前进的方向，让我的初心和使命更加坚定；在“实
践”和“人物”栏目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基层党员干部和先进人物的
感人事迹，他们以实际行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仅让我深
受鼓舞，也让我更加明确了一名党员的责任和担当。“学习强国”还
提供了丰富的视频资源，我从中国航天纪录片中看到了航天工作者
们的无私奉献与卓越成就，也激发了我对科学的敬仰和对国家的自
豪感。

总之，“学习强国”是我们党员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学习工具和精
神家园，它让我坚定了信仰、强化了理论武装、提升了综合素质。在
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深入学
好用好“学习强国”，不断提升自
己的思想境界和综合能力，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贡献更多的青春
和智慧。 （刘青华）

窥见国家脉动的一扇窗

当芝罘湾畔的海浪轻拍着礁石，当大剧院灵动的音符萦绕在观众耳畔，一
座城市的文化脉搏便在此刻跃动。

从2009年华丽启幕，到古今中外高雅艺术接踵上演；从惠民服务层出不
穷，到文化品牌熠熠生辉，作为城市文化地标，今年，烟台大剧院迎来了“及笄”
之年，风华正茂，朝气蓬勃。

15年的光阴，对于一座剧院而言，不仅是时间的积累，更是艺术与城市共
同成长的见证。回眸过往，烟台大剧院为这座滨海城市奉上各类精彩的演出
活动近2000场，接待观众144万人次。舞动了春秋，共情了时光，不光丰富了
市民精神生活、提高了城市品位，还是文化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生动实
践，更谱写了文化发展、文化惠民和文化自信的壮美华章。

“

”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李芷玮 王威）日前，
牟平区总工会联合快活岭社区开展了送电影进基层志愿服务活动，
旨在丰富社区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邻里之间的和谐交流。

夜幕降临，快活岭社区文博广场上聚集起观影居民。一块巨大
的幕布、一台高清投影仪，加上精心挑选的电影，构成了“家门口”的
温馨文化盛宴。电影《双山阻击战》展现的家国情怀，引起在场观影
群众的强烈共鸣。

通过露天电影这一媒介，职工群众在享受文化大餐的同时，也增
进了邻里之间的了解。

文化惠民“零距离”
牟平区总工会送电影进基层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靳亚楠）为进一步提
升辖区居民幸福指数，推进美德信用建设，打造“暖心社区”，每月一
次的天府社区“幸‘府’大集”日前在便民广场如期开市。

为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各项便民服务，此次所有摊位
通过社区招募、邻里自荐等方式汇聚在一起，为前来“赶集”的居民提
供爱心义剪、法律宣传、政策咨询、健康义诊、便民维修等各类服务。

活动现场，便民维修区深受居民欢迎。社区组织的维修志愿者
们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专长，免费为居民提供维修各类生活用品和洗
刷地毯、门窗服务等。他们的精湛技艺和热心服务，受到了居民的广
泛好评。

家门口享受便民服务
福山福新街道天府社区举办幸“府”大集活动

一群人，可以温暖一座城！
在栖霞，1200多名志愿者为了同一个信念——助学，走到一

起。14年来，他们累计救助49700多人次，长期资助的困难学生中
已有576人大学毕业，12人研究生在读，2人博士在读。

他们，就是栖霞市“爱的传递”助学协会的志愿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