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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大量重温革命历史的党员干部和群
众。文化和旅游部及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
紧抓这一契机，引导业界以自身特色资源

为基础，通过多种形式讲述红色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助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的开展。红色旅游推动了红色基
因在更广泛的人民群众间传承绵延。

专家建议，在发展红色旅游中要把握
好“度”，“红色旅游有别于其他文旅项目，
过度商业化、娱乐化，都会使得红色价值
流失。” 见习记者 崔现芳

各地红色旅游传承红色基因助力主题教育

文化视点

民族竞技非遗专场活动
在贵阳举行

日前，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文化和旅游
厅、多彩贵州文化产业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2019多彩贵州百姓大舞台”非遗周末聚·民族竞
技非遗专场活动在贵阳举行，一场融合少数民族
竞技与非遗的特别演出，吸引众多观众汇聚多彩
贵州风景眼文创园。

本次专场活动特别推出竞技非遗展演，由融
合瑶族文化的荔波县陀螺竞技表演拉开帷幕。随
后，赤水市游氏武术、普定县苗族射弩等节目纷纷
上演，赢得观众热情欢呼。精湛的表演、力与美的
精彩呈现，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了贵州省少数民族
竞技文化的特色与魅力。

图为侗族摔跤竞技。 董金黄/文 武敏/图

全国杂技展演
7月亮相南宁

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承办的第十届全国杂技展演，将于 7 月
17日至28日在南宁举行。

全国杂技展演是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
具影响力的国家级杂技艺术盛会。本届展演以

“向国庆献礼，向人民汇报”为主题，以“杂技艺术
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为宗旨，是广大杂技艺
术工作者用优秀艺术成果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的一次大汇报，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杂技艺
术工作的一次大检阅。

届时，来自全国的 6 台杂技剧、33 个杂技节
目、7 个魔术节目将分别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
南宁剧场、邕州剧场、自治区政协同心会堂、南
宁市人民大会堂 5 个场馆上演 19 场精彩演出，
并在南宁市民歌湖大舞台开展 1 场惠民演出。
展演将采取“一场一评”“一剧一评”的方式，对
参演作品进行点评和研讨，进一步提升本届参
演剧（节）目的专业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郭凯倩

鱼台龙虾节文化味浓

荷香远溢龙虾跃，龙舟载舞动湖陵。6 月 28
日，第三届中国·鱼台龙虾节在素有“鱼米之乡、孝
贤故里、滨湖水城”之美誉的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
盛大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嘉宾、客商和消
费者齐聚这里，同赏龙舟赛，共享龙虾宴。活动期
间，还穿插进行了杂技、歌曲等文艺表演，为市民
和游客打造了一场集体育赛事、文体表演于一体
的乡村文化盛宴。

鱼台县濒临南四湖，境内河流纵横、坑塘遍
布，生态优美、风景如画。近年来，该县加大“鱼台
龙虾”品牌的推广力度，通过建设龙虾广场、龙虾
科普馆、龙虾美食街以及龙虾交易市场，打造产业
发展平台；通过连续举办龙虾节，提高了鱼台龙虾
的知名度，产生了巨大的节会效应。此次鱼台龙
虾节举办的龙舟赛吸引全国各地龙舟赛爱好者参
与。比赛过程中，呈现出“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
劈浪鸣千雷”的景象，岸边人声鼎沸。

乔志宇 缪学振 杨森童

□□ 赵凤兰 甘甜 魏焕升 李蔚

邀上三五邻里，带着老人孩子，到
村头的小广场热热闹闹地听上一出柳
琴戏，曾是山东省滕州市很多乡村农
民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如今，“拉
魂腔一来，跑丢了绣鞋”这一听戏的
热闹场景在滕州乡村的文化广场悄然
回归。这传承了两百多年的“拉魂
腔”，记载了祖祖辈辈滕州人的喜怒
哀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唱
响文化自信的号角，柳琴戏——这一
滕州市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又担负起引领文化振兴乡村的时
代使命。

村里来了文艺轻骑队

“张大娘，快走，村头广场唱大戏
了，市里专业演员送戏下乡来了！唱
的是你最爱听的‘拉魂腔’！”近日，滕
州市级索镇前杨岗村百余名村民闻讯
赶到村头的文化广场，观看市柳琴戏
研究保护中心的老年文艺轻骑兵们带
来的精彩演出。“天怕浮云地怕荒，鱼
怕垂钩雁怕伤。草怕严霜霜怕日，小
孩子就怕晚来的娘。”老年文艺轻骑队
成员 72 岁的老党员、国家二级演员彭
国玺一首竹板书《怕》，字正腔圆，引来
村民阵阵掌声。随后，《张彦休妻》《白
玉楼》《卖驴》……一个个曲调婉转的
柳琴戏唱段让村民们时而感动落泪，
时而开怀大笑。

杨岗村是滕州市“老年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下乡演出的一个站点。今
年，滕州柳琴戏研究保护中心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学习“乌兰牧骑”的先进事迹，结合正
在开展的“一年一村一场戏”文化惠
民演出活动，组建了以老党员、老干
部、在职优秀老职工为主要成员的

“老年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充实到演
出第一线。活动开展以来，小分队深
入乡村、社区、工矿、校园、军营，深入
边远贫困村居演出近 40 场，为基层群
众送去欢乐和笑声。“老年文艺轻骑
兵小分队”队长、65 岁的赵恒诚告诉
笔者，“虽然我们都上了年纪，但只要
群众喜欢，自己身板还硬朗，演出苦
点、累点没啥！每次演出时，我们都
从头到脚收拾得一丝不苟，化妆、做
戏决不应付，为的是能给乡亲们带来
更多精神享受。”

承载一方民众的文化乡愁

柳琴戏原名“拉魂腔”，是滕州土
生土长的传统戏曲，距今已有200多年
的历史，经十几代艺人的传播融合，现
已成为流行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
地区的主要地方戏剧种。在枣庄滕
州，曾流传着“拉魂腔进了庄，茶不思
饭不想，男女老少魂拉去，看了上场接
下场”的说法，人们在劳作之余，自寻
其乐地哼几句，农闲或节日庙会时，柳
琴戏戏班搭台献艺，吸引十里八乡的
群众前来观赏。

然而，如同国内大多数地方剧种

一样，柳琴戏在滕州也曾长时间遭遇
演出市场萎缩、人才流失的困境。为
了保护这一珍贵的地方剧种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近年来，滕州市明确把柳
琴戏的保护传承和舞台剧精品创作作
为文艺创作扶持的重点，不断加大对
柳琴戏保护传承和经费投入力度，从
经费、场地、人才、剧本四个方面入
手，解决了柳琴戏研究表演团体的办
公场地和人才剧目等问题。在各级领
导的重视下，柳琴戏研究保护中心先
后创排了《瑞云》《山乡锣鼓》《墨子》
等 50 余部经典柳琴戏剧目，深入开
展了艺术家“传帮带”和“名家授徒”
项目，实施了滕州柳琴戏“音配像”工
程，组建了柳琴戏曲“大师工作室”和

“柳琴戏研究传承传习所”，并定期开
展“戏曲进校园”活动，切实加强了柳
琴戏剧目建设、人才队伍培养，推动
了滕州柳琴戏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同时，为了使柳琴戏扎根基层、服务
群众，保护中心还以“一年一村一场
戏”送戏下乡活动为载体，大力推进
传统戏曲在乡村的蓬勃开展和落地
生根。经过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努
力，柳琴戏如今重新焕发了青春与活
力，保护中心先后在 2010 年、2015 年
被中宣部、原文化部等四部委授予

“全国服务农村、服务基层先进文化
集体”称号；2018 年创作的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型柳琴戏《八姐传奇》
入选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
参演剧目。

踩着“拉魂腔”的锣鼓点
助推乡村振兴

柳琴戏的振兴和在乡村的繁荣，是
滕州市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缩影。
如今，踩着“拉魂腔”的锣鼓点，滕州市
在传承和发展柳琴戏这一传统剧目的
同时，正全面推行乡风文明、文化民生
工程和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有历史
文化记忆和乡土特色的美丽乡村。

滕州姜屯镇沙东村，6年前还是远
近闻名的落后村，村容村貌不整，村风
民风不正。在新一届村书记狄崇杰的
带领下，该村紧紧围绕“村庄要靓净美，
人要有精气神”的目标，高标准建设了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民俗文化广场，

通过传承柳琴戏、挖掘民俗民风，寻找
乡村记忆等一系列文化立村、文化兴村
活动，使全村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此外，伴随着柳琴戏敲响的乡村振
兴的锣鼓，滕州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还
充分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软硬件双提
升战略，创建了一批“有品质”“有风骨”

“有灵魂”的文化示范引领的乡村振兴
新村居和文化场馆；开展了传统文化传
承保护工程、文化遗产展示工程、文艺
精品创作工程、千家孔子学堂建设工
程、大众化普及推广工程、乡村记忆留
存工程、滕州文化走出去工程、传统文
化人才培养工程等八大工程。这一系
列举措为加大农村的文化供给、实施文
化民生战略注入了新活力、新动能。

□□ 周志荣 郭高杰

近日，在福建省龙海市龙头文化
园的农民戏馆，“95 后”芗剧迷陈志伟
早早地来到，静候芗剧演出的开始。

“戏迷有个微信群，每场演出前大
家都会互相通气；演出结束后，大家还
会在群里做一番用心的点评。”有了“百
团汇演”，陈志伟不用为了“追剧”而骑
着“小电驴”奔波在龙海各个村落了。

当晚，龙海市龙头文化园里人潮涌
动，锣鼓齐鸣，掌声阵阵。随着龙海芗
剧团《三凤求凰》的精彩上演，筹备多时
的龙海芗剧“百团汇演”正式拉开序幕。

此次芗剧的“百团汇演”采取“政府
买单、群众消费”的形式，给予参演剧团
5000元的补贴。今后，每逢周六晚上，
来自该市的民营职业剧团都将在龙海
龙头文化园农民戏馆轮番竞演。

芗剧是福建省五大地方剧种之
一。龙海作为芗剧的主要发祥地和人
才摇篮，活跃着100多个芗剧民营演出

团体，被誉为“戏窝子”，高峰时每年演
出2万多场。

为了让芗剧得到更好地传承，龙
海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整合该市芗剧团和锦江影剧院的
行政资源，合署办公，解决了芗剧排练
和演出的场地问题；

在全省首办县级戏剧（芗剧）研究
所，致力于芗剧的保护传承，促进龙海
芗剧新发展；

投资千万元修建农民戏馆，作为
该市芗剧演出、艺术交流和理论研究
的重要基地；

向社会公开招聘18名专业芗剧人
才，不断补充芗剧台上的新鲜血液……

同时，为提升戏剧演员的表演技
艺，自2011年起，龙海开始在市职业技
术学校举办芗剧短训班。次年，开设学
期三年制的芗剧表演职业中专班，聘请
4名国家一级演员和编导授课，三年学
习达标者可获得中专毕业证书。

“这几年陆续培养了200余名青年

芗剧演员，不仅有本地的，还有漳浦、
南靖、长泰、泉州的演员来求学！”龙海
职业技术学校芗剧表演职业中专班班
主任李瑞东说。

一手抓人才培养，一手抓剧本创
作。“好剧首先要有好的剧本！”龙海戏
剧（芗剧）研究所所长康志星说。2015
年，为解决“剧本稀缺”的问题，龙海在

全市开展芗剧演出剧本征文活动，对
于比赛涌现的优秀剧本，采取征文收
购的形式建立龙海芗剧剧目库，创建
闽南芗剧生态保护区，并免费提供剧
团排练演出。

好戏要连台，更要留下来。去年4
月，龙海组织拍摄了《龙海芗剧名段鉴
赏》音乐MV。此次拍摄，以龙海主要景
点为背景，让本地民间优秀芗剧演员唱
响龙海名段，从而使芗剧可以得到更好
地传唱和学习，这在芗剧界乃是首创。

此次组织民间剧团开展“百团汇
演”，正是龙海市推动芗剧在民间持续
繁荣的一次尝试。“这几年创作了不少
关于爱国爱乡的曲段！”康志星说，“希
望通过汇演，让这些唱段通过民间艺
人、芗剧票友传唱到各个角落。”

“‘百团汇演’不仅为民间团体提
供了一个集中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而且对于推动龙海
芗剧事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该市
文化旅游局负责人表示。

龙海芗剧“百团汇演”剧目《新·锁麟囊》。 资料图

龙海芗剧“百团汇演”激发民间剧团活力

滕州：“拉魂腔”唱出乡村文化自信

桂阳县修复唤醒300多座乡村古戏台
其中100余座已重新投入使用，承担起乡村小舞台功能

桂阳县莲塘镇锦湖村的村民在公祠戏台看戏曲表演。 肖井东 摄

□□ 申智林

“修缮的老戏台，成了大家的文化
活动中心。”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庙下
古村村支书雷知刚说，现在演湘剧、唱
湘昆、看花灯、听讲习，已成为节庆日和
农闲时当地村民最乐于参加的活动。

老百姓喜爱戏曲，村子里却缺舞
台、少活动，这曾是“戏窝子”桂阳县面
临的烦恼。2014年以来，县里的300多
座明清古戏台普遍得到修复和保护，
其中 100 余座承担起乡村小舞台的功
能，重新投入使用，成了农村文化设施
的有效补充。村戏班子又唱起来了，

剧团下乡更便利了，古戏台上重新响
起的乐声，不仅盘活了闲置的文化资
源，更聚拢了村民们的心。

众多古戏台派上了用场

“山歌好唱难起头，木匠难起九
龙楼；铁匠难打铁狮子，石匠难凿石
绣球……”一首《劝世新歌》的唱开，
60 岁的阳山村廖家湾村民何爱菊满
脸笑容。

作为村里文艺小队的带头人，何
爱菊身边有一群村民，个个都是老文
艺骨干。在这个 18 人的小团队里，年
纪最小的 45 岁、最大的 73 岁，59 岁的
二胡琴师何善贵，在小队里都算得上
是“年轻”成员。

距广东省不远的桂阳多是山地丘
陵，人均耕地面积小，青壮劳力大多去
了珠三角。平时，留守各村的主要是老
人和小孩，年轻人特别少。但就是这
样的人口结构，却并不妨碍当地保持
浓厚的戏曲文化氛围，昆剧、湘剧、祁
剧、花灯小调，在这里长期流行。被称
为“戏窝子”的桂阳，不管年龄几何，吹

拉弹唱，许多人都能露一手。
“好个廖家湾，三年两届‘夺夺班’

（当地一个木偶剧种），台子搭在禾场
上，看戏人站在山垚上。”村民何柏松
随口哼唱的这首民谣，道出了当地老
百姓对戏曲的喜爱，也反映出村级文
化设施不足的境况。

2014 年，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过程中，桂阳县委宣传部和文体广
新局意识到，桂阳数量众多的古戏台
不但文化内涵丰富，具有文物价值，还
贴近老百姓生活，具有实用价值。于
是，划拨经费，以奖代补，鼓励各村级
单位对古戏台进行修复，作为基层公
共文化设施的有效补充。

趁此机会，阳山村廖家湾宗祠里
的古戏台修复好了，也让村里的文艺
小队有了落脚点。“天气好，就在禾场
练；天气不好，就上戏台演。”何爱菊拉
着队员编排节目，自娱自乐。庙下古
村的老戏迷，也靠一座修复的古戏台
联系起来，忙时下地干活，闲时登台演
出，有了身边的舞台，村民们能够更多
地展现自我。

大小剧团下乡更便利

“搭个好点的舞台起码两万多元，
差点的也要四五千。”关于送戏下乡，
桂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主任谢能姣
心里有本经济账，虽然是公益演出，但
也需要各类开支，其中舞台搭建占大
头，剧团和村级财政都承担不起。

随着古戏台修复和保护工作的全
面铺开，桂阳县又推出了“百座戏台千
场戏”公共文化活动项目，鼓励并扶持
各类剧团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利用现
有古戏台，送更多的戏曲文化节目到
老百姓身边。

县湘剧团下乡演出有了不同的选
择——没戏台的地方用舞台车，有戏
台的地方就轻车简装，把道具和演员
送到位。2017 年，他们下乡表演 126
场，平均每周入村两三次。目前，桂阳
全县有100余支戏曲团队，每个团队少
则十几人，多则 80 余人。有了修缮一
新的古戏台，这些业余戏曲团队立足
乡土，自筹资金、自编自导，每年演出
场次超过1500场。

老年文艺轻骑兵小分队为基层群众演出“拉魂腔”。 资料图

2019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开幕
加大低价票惠民便民力度

7 月 5 日，2019 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在京
拉开帷幕。作为开幕演出的纪念《黄河大合唱》
首演 80 周年音乐会当晚在国家大剧院唱响。今
年的演出季持续加大惠民便民力度，80元以下低
价票占 50%。

据介绍，此次演出季期间，国家京剧院、中国
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
煤矿文工团、中央民族歌舞团将在京演出 23 台
剧目 64场。

今年的演出季持续坚持主题创作，集中展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重点创作剧
目，如京剧《曙光》、话剧《小镇琴声》、儿童剧《火光
中的繁星》、歌剧《盼你归来》、芭蕾舞剧《沂蒙三
章》以及多场专题音乐会和歌舞晚会等；持续聚焦
现实题材，今年的重点新创作品，如京剧《曙光》、
话剧《人间烟火》、歌剧《道路》、交响音乐会《钱塘
江交响》等都是国家艺术院团推进现实题材创作
的最新成果。

据了解，这已是国家艺术院团连续第 10年开
展集中展演活动。 本报记者 程天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