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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东景芝白酒销售有限公司、山东裕景大
酒店有限公司、山东酒之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分别作出的股东决定，山东景芝白酒销售有限公司
拟吸收合并山东裕景大酒店有限公司与山东酒之城
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山东景芝白酒销售有限公
司存续，山东裕景大酒店有限公司与山东酒之城文
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解散。吸收合并前，山东景芝
白酒销售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山
东裕景大酒店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
元，山东酒之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700万元。吸收合并后，存续的山东景芝白
酒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山
东景芝白酒销售有限公司承继，相关的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山东景芝白酒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裕景大酒店有限公司
       山东酒之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4月3日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临朐冯太平发展、传承戏曲文化，带队走基层

艰苦创业办剧团 奔波演出乐万家

　　“马大保喝醉了酒……”“大雪飘飘
年除夕……”一段段吕剧经典唱段，在临
朐县东城街道丛家河村唱响，乡亲们听得
心花怒放。这是临朐县戏剧舞蹈家协会理
事、临朐县艺佳戏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冯太平带领剧团下乡演出的一个场
景。学艺、从艺40个年头，冯太平历经酸
甜苦辣，尽展人生风采。

刻苦求艺执着心

央广播戏获认可

　　1963年出生于临朐县寺头镇新升村的冯太平，受
家里老人影响，从小就跟着学唱吕剧。他在酉寨村上
小学时，文艺天赋开始展现，能背过大段大段的相声
词、歌词、戏曲唱段，每次公社组织学校汇演，他都
得奖状，参加县里汇演还获得了一等奖。后来，冯太
平跟一名老师学唱新吕剧唱腔，登台演《小姑贤》，
一步步走上艺术之路，在当时的寺头公社小有名气。
　　1983年，高中毕业的冯太平报名参加县戏曲培训
班，系统学习戏曲理论知识。他刻苦学戏，吊嗓子、
学唱段、学表演，技艺得到大幅提高，在学员中脱颖
而出。学习班结束，因为成绩优异，他被留在了县
城，跟着剧团巡回演出，继续跟一些老艺人学习。
　　1984年至1985年，冯太平省吃俭用，自费参加了北
京一所文化艺术学校的函授培训。经过专业的学习，
他的演唱技艺趋于成熟，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
　　1986年，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赵亚丽
来寺头镇看春节文化活动准备情况，冯太平唱了段
《逼婚记》。赵亚丽对冯太平说：“孩子，你唱得不
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除夕夜7时准时播放你的唱
段，你一定要记得收听！”他家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才
凑够钱买了一台收音机，除夕夜7时，收音机里传来
了冯太平唱戏的声音，他们全家乐开了花。

齐心协力办剧团

风雨兼程走基层

　　2002年，冯太平克服重重困难，创办艺佳吕剧
团，后发展为临朐县艺佳戏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说
起往事，他感慨万分：“二十多年前，演出时看到父
老乡亲们的高兴劲，感觉传统戏还有市场，我就琢磨
着组建一个庄户剧团。”当初创业，需要招募演员、
伴奏人员，购置器材、道具、服装、车辆，筹措资金
是个难题。剧团两位老师每人拿出5000元钱资助，拉
二胡、打扬琴、敲板鼓的几位老师进剧团后有了“台
柱子”，大家齐心协力，给了冯太平莫大的支持。
　　二十多年来，冯太平奔波在戏曲演出中，历经千
辛万苦。他一专多能，身兼数职，既是经理、导演、
演员、灯光师、音响师，又是司机、厨师、搬运工。
有段时间，冯太平因过度劳累，疼得直不起腰，他仍
坚持开车、搭舞台、架灯光、整音响、化妆演出、装
卸舞台，常常顾不上吃饭。锣鼓一响，他就来了精
神，投入全部精力演出近两小时，演出完又是拆卸舞
台、收拾道具、装车。看到他的辛苦，总有人说：
“你啊，一人干这么多活，真不容易啊！”他直起腰
来，哈哈一笑：“没办法，谁叫我爱好呢！”最心疼
他的还是妻子聂文琴，剧团初期效益不好，为了支持
他，妻子把自己打工挣来的钱拿来作补贴，后来干脆
来剧团工作，成了小品演员。
　　《姊妹易嫁》《墙头记》《小姑贤》《李二嫂改
嫁》《借年》《娶婆婆》《借媳妇》等经典剧目，深
受中老年人喜爱。冯太平一直坚持走基层，传播戏曲
文化，丰富老百姓文化生活，精湛的演技、良好的服
务，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非遗传承重在肩

守正创新路更宽

　　周姑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流行于临朐
县及青州、沂源一带的地方戏曲剧种，原称“肘鼓
戏”，有200余年的历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
独特的艺术风格。
　　冯太平十多岁时，经常去邻近的土门村听周姑
戏，掌握了唱周姑戏的技巧。根据土门村采风挖掘
整理的周姑戏《张郎休妻》剧本，冯太平经过两年
多的排练，把《张郎休妻》完整保留、传唱了下
来，原汁原味，堪称一绝。冯太平成为临朐周姑戏
第五代传承人，2014年成为临朐周姑戏代表性传承
人，2023年成为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
　　冯太平注重培养下一代，对女儿冯艺佳言传身
教、要求严苛。冯艺佳不负青春，考入山东艺术学
院戏曲学院，后又考取中国戏曲学院戏剧与影视学
硕士。
　　创办剧团以来，冯太平积极参与省、市、县文
艺汇演比赛和下乡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他自导、
自演了小品《左邻右舍》《三个条件》《傻子相
亲》，快板《小戏之乡花盛开》《五句半》，自编
舞蹈《阿里山的姑娘》，还参与拍摄电影《我有一
个好爸爸》等。2010年，艺佳吕剧团被评为临朐县
综合演艺团体；2011年，冯太平凭《马大宝喝醉了
酒》在山东省地方戏曲票友大赛中荣获铜奖，凭周
姑戏《神秘的笑声》获临朐县第三届文化艺术节一
等奖；2012年，冯太平获山东省吕剧票友大赛一等
奖；2016年，临朐县艺佳戏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获
山东省第三届吕剧艺术节专业组二等奖、潍坊市民
办文艺表演团体大赛银奖；2023年，他参演的原创
微电影《沂山谣》，荣获中国金鸡百花国际微电影
优秀作品奖。
　　艺术永无止境。冯太平怀着赤城、热爱之心，
为广大群众送去精彩的表演，为临朐“小戏之乡”
增光添彩。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贺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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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剧团成员演出后上台
谢幕。
  ②冯太平（右一）和剧
团成员在后台合影留念。
  ③剧团参加临朐县民俗
文艺展演大赛。
  ④剧团下乡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