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5年，为整合青岛市老年 

艺术人才资源，发挥其在 

老年文化活动中的引导、示范、辐 

射和推动作用，青岛市老年服务中 

心受青岛市老龄办委托，成立了青 

岛七彩风华龄艺术团，下设民族乐 

团、交响乐团、歌舞团、合唱团、 

京剧团、吕剧团、歌剧团、影视 

服务团、鼓乐团、说唱团，团员达 

700余人。 

华龄艺术团自组建以来，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演出活动，社区、部队、 

老年公寓处处留下了他们慰问演出 

的足迹。截至目前，艺术团已成功 

举办各类专场公益演出活动 700余 

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 

好评。艺术团多次参加全国、省、 

市文艺大赛，共获得各类奖项 80余 

个，为青岛乃至山东省争得了荣誉， 

更为老年文艺团体的管理和可持续 

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华龄艺术 

团的成长经验告诉我们，在老年文 

艺团的发展成长过程中，有几个关 

键问题不容忽视。 

内部机制的完善问题 

华龄艺术团作为岛城最知名的 

业余团队，其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发展壮大的过程，相对于其他业余 

团队而言，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验证了 

“强组织”的必要性。“强组织”被 

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细化为完善领 

导机制、完善管理机制和完善考评 

机制3个方面。 

(一)完善领导机制。很多民 

间文艺团队往往没有明确的管理方， 

就像根基不牢的树苗，或者昙花一 

现，或者默默无闻，最终走向自生 

自灭。在华龄艺术团领导班子建设 

方面，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作为管 

理方，由中心主任担任华龄艺术团 

团长，下设 10个团队的队长担任艺 

术团副团长，中心文体活动部主任 

兼任秘书长和艺术团办公室主任。 

在团队长的选拔上，均通过民主推 

荐程序，先推选出德艺双馨的候选 

人，再通过民主投票的形式选举出 

团队长。 

(二)完善管理机制。华龄艺术 

团自成立以来，在演出、排练、服 

装、道具、人员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 

明确的制度。服装和道具由青岛市老 

年服务中心办公室派专人管理，每次 

出库入库都要进行登记，每个团队 

只能人手一套服装，在团员们退团时 

服装要全部退回；排练场地分配和 

演出安排都由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统 
一 调度，排练内容和演出人员管理等 

具体事务，均由团队长各自负责。每 

次重要演出前，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 

都会出具详尽的策妃方案，并协调 

好演出场地和相关赞助方，在演出前 

召集相关团队长、演职人员、工作人 

员召开协调会，进行详尽的部署和意 

见征集，形成最终的安排。 

(三)完善考评机制。团队长 

任期已满时要进行换届选举，这相 

当于对团队负责人的一次考评，既 

是民主评议的一次集中体现，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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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在任期间贡献、排练优质作品 

情况的一次考评。同样，对于团员 

们也有相应的考评制度，团队长根 

据其出勤和演出情况、业务能力等 

综合表现决定其去留，存有争议的， 

由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考察之后给 

出解决方案。 

综合能力的提高问题 

(一)提高决策能力。提高决策 

能力，首先是对领导层的能力要求。 

由于领导班子的自身位置、环境、 

角色的特殊性，素质和综合能力状 

况会直接影响驾驭全局、凝聚人心、 

理性工作等多个层面。 

华龄艺术团各项活动的有效开 

展，离不开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对 “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 

生动实践。在艺术团举办大型主题 

演出时，由于花费巨大又是纯公益性 

质，单纯依靠政府埋单是不可持续 

的，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就动员全团 

上下“走出去、引进来”，通过参加 

各种演出及比赛，提高 “七彩华龄” 

的品牌知名度，以此来吸引企业的 

关注和赞助。通过努力，启城集团、 

澳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银行等， 

都已经成为热心支持老年文化事业、 

支持艺术团成长的公益企业。 

另外，团队长们德艺双馨的优 

秀表现，也为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 

的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提高服务能力。提高服务 

能力，是老年文艺团队建设中最为 

根本的部分。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展 

示自身风采和发挥余热的平台，是 

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领导和所有工 

作人员的共同目标。 自建团以来， 

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领导多次在内． 

部办公会议中强调，“老年人是我们 

的宝贵财富”、“老年人在撑起我们 

的舞台”，要求中心工作人员做好跟 

踪服务。无论从排练的时间、场所 

的安排、服装道具的管理或其他 

团员们反映的细节问题上，青岛市 

老年服务中心作为华龄艺术团的 

后勤保障团队，得到了团员们的广 

泛认可。 

另外，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还 

成立了音乐制作室，专门为团队刻 

录音乐光盘、录制音乐、剪辑音乐， 

为团队创出精品提供了良好的人文 

和物质环境。 

(三)提高业务能力。在文化产 

品日益丰富、文化消费日益多元的今 

天，公众审美水平日益提高，这就 

要求艺术团从形式到内容来继承传 

统和开拓创新。随着演出活动的不 

断跟进，艺术团的演出形式也在发 

展中不断完善，舞蹈、戏居IJ、声乐、 

器乐、曲艺小品、模特表演，还有 

鼓乐以及其他一些诸如二人转、鞭 

术表演、陀螺表演、左手写反字等 

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都曾出现在 

七彩华龄大舞台上和艺术团参加的 

全国、省、市演出活动中。 

2010年，华龄艺术团的合唱团、 

舞蹈队参加了由全国老龄委主办的 

第二届中国老年文化艺术节，获得 

合唱大赛第一名、舞蹈大赛银奖。 

另外，还获得了省、市各类文艺大 

赛多项大奖。 

团队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确保安全稳定。做好安 

全稳定工作是做好全面工作的前提， 

老年艺术团队的安全稳定因其老年 

群体的特殊性而显得尤为重要。艺 

术团的团员们年龄多在 55～75岁之 

间，正是身体健康问题频发的年龄 

段，所以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根据 

组织艺术团演出活动的不同环境与 

特性，制订了相应的安全工作预案， 

做到安全保卫、医疗急救等方面到 

位，尤其是在艺术团成立之初便为 

老年人购买了安全责任险，同时每 

次外出表演或参加比赛也都会购买 

旅行安全险。除此之外，青岛市老 

年服务中心也制定了相应的团员退 

出机制，对身体状况存在严重健康 

隐患的团员，采取人性化的退出方 

式，保证了团队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确保完成任 务。艺术团 

建团6年多来，遵照青岛市老龄办 

成立艺术团的初衷，整合了老年艺 

术团队，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丰 

富了岛城文化生活，吸引了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成为“七彩华龄正当 

年”的真实写照!截至目前，艺术团 

已经举办各类专场公益性演出活动 

700余场，尤其是一些固定性演出， 

已经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和认可， 

如每年定期举办的“七彩华龄”新 

年交晌音乐会、新春民族音乐会、 

中秋民族音乐会、老人节文艺会演 

等，成了老年人节日的一道文化大 

餐。尤其是自2007年起，每年 4月 

至 l1月期间举办的以 “七彩华龄综 

艺大舞台”命名的百场系列演出活 

动，已经成为岛城群众文化生活中 

的一道亮丽风景。 

近期以来，在举国上下处处都 

是红歌嘹亮、激情飞扬的积极向上 

的氛围中，青岛市老年服务中心以 

“七彩华龄综艺大舞台”演出活动为 

载体，把 “感党恩，颂祖国”作为 

活动主题，组织华龄艺术团的老同 

志们深入到社区、广场、老年公寓、 

剧院等场所，在全市巡回演出100 

余场，以各种艺术形式向党的90 

岁华诞献上心中最美好的祝福。 

(三)确保团队和谐。团队的可 

持续发展，根本落脚点在于团队是 

否和谐、管理是否科学。在艺术团 

发展壮大的这些年里，青岛市老年 

服务中心和团队负责人一直在总结 

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艺 

术团注重抓制度建设，使各团队在 

管理上都做到有章可循，坚持用制 

度管人，有了问题能够自下而上层 

层解决。由于领导重视艺术团的管 

理和培养，再加上团队长们又是优 

中选优的高素质人才'这为华龄艺 

术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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