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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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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春晚演艺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开展乡村春晚演艺的总体原则，并从演艺节目、演艺人员、演艺场所、设施设备、服

饰道具、应急与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本文件旨在为乡村春晚演艺提供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7000.217 灯具 第 2-17 部分:特殊要求 舞台灯光、电视、电影及摄影场

DB3311/T 179 乡村春晚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3311/T 179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原则

4.1 文明性

以文明为基本，展现新时代村民精神风貌，传播乡村文化正能量，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

家风，提升乡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4.2 乡土性

以草根为基底，挖掘地方自然、历史、文化、民俗等特色资源，提取本土文化特色符号，突出乡村

风土人情，展现乡音乡愁，传承乡土文化，提升乡村群众文化自信。

4.3 创新性

以创新为基点，将现代时尚元素融入到乡土文化元素当中，注重在节目内容、表演形式、传播方式

中融入现有主流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活力。

4.4 引领性

以引领为基调，通过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改善村

民精神风貌，推动基层自治，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风文明和谐。

4.5 联动性

以联动为基石，利用乡村特色文化、非遗项目等因素进行创意链接，与文化走亲活动相结合，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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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资源，传递乡音乡情，促进国际国内文化交流，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5 演艺节目

5.1 宜挖掘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提炼出体现文化时代性、特色性的主题，传承文化遗产。

5.2 宜利用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创作、设计节目，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为主。

5.3 节目内容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与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结合，体现文化内容，传

递正能量。

5.4 宜演艺类型多样，可表现为舞蹈、独唱、小品、快板、双簧、相声、魔术、三句半、独角戏、诗

朗诵、歌伴舞、歌曲联唱、器乐演奏、戏曲等。

5.5 宜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展现形式，利用直播平台、抖音视频等新媒体方式，同步直播、全球联

动。

5.6 宜为观众提供节目单，节目单制作体现当地风光和文化元素。

5.7 节目编排宜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步骤：

a) 节目策划；

b) 文本创作（包括背景音乐）；

c) 文本音乐审核；

d) 节目排练；

e) 节目审核；

f) 节目演出；

g) 改进提升。

6 演艺人员

6.1 宜以当地村民为主，当地村官、大学生、教师、业余文艺骨干、文艺爱好者等人员共同参与。

6.2 宜按照当地风光与民族文化演艺主题进行备妆。

6.3 宜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熟练使用普通话、规范称谓和礼貌用语。

6.4 宜熟悉演出场地、流程、剧本、角色，表演中不乱发挥、不乱改词、不乱加词。

6.5 宜引导村民以农村乡土文化人才为基础，组建各具特色的文体团队。

6.6 宜组织开展乡村春晚导演、春晚主持、春晚灯光音响师、活动策划、舞蹈编导等特色文化人才培

训，培训内容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导演基础学；

b) 品牌美学；

c) 戏剧；

d) 魔术杂技；

e) 小戏小品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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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诵读。

7 演艺场所

7.1 宜选择最能体现当地风光和民俗特色、采光良好、空气流通的场地，并设观演区。

7.2 户外实景演出时，场景布置和营造效果宜注重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保护，舞台设计与周围环境相

协调。

7.3 室内场所宜采用当地风光和民族文化元素进行布局装饰，室外场所宜融合地域性山地风光与民族

文化元素进行布局装饰。

7.4 宜设置安全疏散通道，预留缓冲区域。

8 设施设备

8.1 宜配备舞美、舞台道具、升降机械等设施设备。

8.2 宜配备造型灯、聚光灯等照明设备并符合 GB 7000.217 规定。

8.3 宜配备音箱、麦克风、功率放大器、均衡器、混响器等音响效果设备。

8.4 宜配备 LED 屏幕、投影幕等视频设备。

8.5 演出前应以设施设备进行例行检查和调试，发生事故时能及时处理。

8.6 宜对机械、灯光、音响、视频等设施设备进行专人管理，建立设备档案和管理台账。

9 服饰道具

9.1 服饰和道具制作宜就地取材，款式、色彩围绕演出节目主题，体现当地风俗和民族文化特色。

9.2 宜由专人管理并建立台账，若有损坏、消耗时及时修复或购置。

10 应急与安全

10.1 应急

10.1.1 宜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突发事件预防与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及应急保障措施。

10.1.2 宜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应急预案的培训及演练。

10.1.3 演出过程中因突发性设备故障、自然灾害、停电、火灾等特殊情况，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10.1.4 宜建立应急处置台账，对突发事件处置效果进行评估并完善预案。

10.2 安全

10.2.1 宜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岗位职责。

10.2.2 宜建立安全保卫制度，配备安保人员维护演出现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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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宜加强演出过程中安全管理，对各项安全措施进行检查、监督和培训。

10.2.4 宜对配备的消防等器材进行定期修护、保养，并记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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