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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河北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项目

杂技秀《冬奥情缘》省会上演

第七届中国滦河
文化节在滦州市开幕

本报讯（记者田恬）美轮美
奂的舞台展现出一片冰雪的世
界——9 月 27 日至 29 日，被列
为 2018 年度河北省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项目，由省杂技团演
艺有限公司创排的主题杂技秀

《冬奥情缘》在省会天缘剧场进
行了三场演出。

据了解，《冬奥情缘》为省
杂技团演艺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共分《冰雪灵》《人间道》和《奥运
风》三幕，融汇河北地域特色文
化元素，以杂技技巧表现冬奥
精神，通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相结合的手法，传达了唯美
的雪域意境。该剧表现了丰富
的燕赵文化，体现了全民参与
共享的现代奥运理念，将优秀
的杂技艺术与现代体育精神紧
密融合。舞台上，冰雪世界的空
灵意境，冰雪运动的激情体验，
融入极富民族地域特色的《北
派舞狮》《中幡》表演之中，令人
惊艳。荣获国内外杂技比赛大
奖的《车技》《地圈》《晃梯顶技》

《蹬伞》等杂技技巧轮番上演，将
现代杂技的惊险、高难与富有生
机、欢快的民族技艺完美融合。

本报讯（记者尹翠莉）近
日，省英烈纪念园管理处在石家
庄举行《他们在这里长眠——
河北省英烈纪念园英烈传记》
签名赠书活动。活动现场，陈
白烈士之子陈志浩、抗美援朝
一级战斗英雄郭恩志之子郭长
勇、傅崇碧将军之子傅欣三位
英烈亲属向各界人士讲述了父
辈们参加革命时的故事。

今年6月，由省英烈纪念园

管理处组织编写的《他们在这
里长眠——河北省英烈纪念园
英烈传记》一书由花山文艺出
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 70 名安
葬于省英烈纪念园的革命烈
士、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先
进事迹。省英烈纪念园管理处
以该书的出版为契机开展了“读
英烈事迹，谈励志感想”中小学
生有奖征文活动，吸引了数十
所学校的中小学生踊跃参与。

本报讯（记者王育民）9 月
30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旅发
委、省文联、唐山市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七届中国滦河文化节在
唐山滦州市开幕。中国城市发
展委员会授予滦州市“中国城
市发展河北创新基地”称号。

第七届中国滦河文化节以
“激活传统、唱响滦州”为主题，
围绕做大做强“滦河文化、华夏
明珠”品牌，全面服务于滦河流
域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力

培育以滦河文化为特色风情的
旅游核心吸引物，不断繁荣发
展滦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文
化节汇集了滦河流域 27 个市

（县、区、旗）中具有代表性的文
创产品、手工艺品、传统食品。
其间，将举办滦河流域文旅产
品博览会、“舌尖上的滦河”美
食节、滦河意匠集——文旅融
合发展创意展、滦州古城灯光
秀、中国评剧荣归故里展演等
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文
化节将持续到10月3日。

《他们在这里长眠》
签名赠书活动举行

求创新

让老戏常唱常新

根据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结果，
我省现有戏曲剧种 36 个，居全国第二；
省级以上非遗项目中有传统戏剧项目
111 个，其中国家级项目 34 个；省级以
上代表性传承人 134 名，其中国家级传
承人 38 名。凝结着地域民俗的地方戏
曲，不仅牵动着一份乡愁，也承载着当
地的历史文化传统。

“传承是基础，发展是目的。没有
扎实的传承，发展就如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同样，只有传承没有发展，戏曲艺
术的生命力与延续性也会脱离时代，缺
乏活力。发展创造是戏曲前行的艺术
力量源泉，也是延续薪火的根本生命动
力，两者缺一不可。结合当下我省戏曲
艺术的现状，要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北艺
术职业学院院长庞彦强认为，诸如深泽
坠子戏这类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小剧
种，在戏曲现代转化过程中，不应该以
地方特色（以地方方言音韵为标志）的
消解为代价，而应该在现代转化过程
中，保持着它的地方剧种个性，在深入
研究地方文化特点、音乐特色、表演方
式上下功夫。

“最有生命力的艺术在民间，千万
不要贪大求洋。”省河北梆子剧院一级
编剧陈家和认为，深泽坠子戏这种艺术
形式的产生，本身就是源于观众对艺术
的需求。它起源于打鼓说书，其母体是
说唱艺术，演员能根据故事梗概编成唱

词，自己配上相应的曲牌来演唱，这是
它的优势，因此要保持“说书”的特点。
其创作上接地气，用当地人的语言，通
过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来展现社会变革
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追求。

陈家和还指出，戏曲要传承与发展
关键要出人出戏。“有人就能活，有戏就
活得好。小剧种一定要有自己的剧
目。”陈家和的这一观点引起在场专家
共鸣。省艺术研究所戏曲理论研究室
主任王露霞说：“在我省 36 个戏曲剧种
中，地方小剧种占绝大多数。其受众
少、规模小，生存相对比较艰难。面对
如此的生存现状，地方小剧种如何变劣
势为优势？首先要根据自身的艺术特
点和审美属性，努力打造彰显自身优
势的代表性剧目，这才是小剧种发展
的基石。”她认为，小剧种戏曲剧目在
创作中也要有现代观念，要符合现代
人的审美情感，尤其是音乐唱腔方面
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人物性格和情
感有所创新。

育人才
让地方戏薪火相传

人才是文艺繁荣发展的根基，传统
戏曲的发扬光大离不开人才培养。“师
徒传承、家庭传承、戏曲进校园传承、群
众文化传承，深泽坠子戏‘活态传承’取
得的成果，对小剧种人才培养具有示范
作用。”定州市兴定秧歌剧团团长解计
英说，在深泽坠子戏保护成果展演中，
演员们不仅有师徒，还有父子；不仅有
从艺多年的“老戏骨”，还有中小学生以

及当地热爱深泽坠子戏的群众，这种多
元化“活态传承”方式，是深泽坠子戏薪
火相传、不断发展的根本。

“除了加强对演员的培养，还要重
视对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等人员的培
养，激发院团的创作活力，创造出更多
新时代艺术精品。”省艺术研究所所长
蒋国新说。

石家庄市评剧院一团副团长于晓
玲介绍了该剧团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经
验，坚持普遍培养，给每位学生一个公
平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因人因材因
戏，结合学生自身条件和剧团发展的需
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使他们学有
所长、学有所用。在学好专业的同时，
更注重思想品德教育。此外，还聘请专
业老师，讲国学、讲法制，提升演员整体
文化素养。除正常教学外，为了提高学
生们的舞台实践，剧团多次参加省市各
类非遗展示、演出活动，成功举办了多
场折子戏专场。

养生态
让戏曲回归百姓生活

“戏曲保护传承不能仅停留在对传
承人的培养上，而是要恢复戏曲的文化
生态，实现对戏曲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保
护。”陈家和认为，深泽坠子戏的生命力
来源于当地人民对坠子戏自觉自发的
热爱，曾流传着“卖了被子看坠子”的说
法，足以说明坠子戏在人民群众心中的
地位。“一旦地方方言消失，地方戏的语
言、音韵等将无可依附。因此，保护地
方民俗、民风、语言、礼仪、节庆等地域

文化特质，使其不被淡化，不趋于同质
化，保持民众生活和文化生态的多样
化，地方剧种的生存和发展才有良好的
可持续的文化土壤。”

重视对地方戏曲历史文献资料的
抢救、保护、研究和利用，加强对地方剧
种的保护，是从历史和传统的维度上对
戏曲文化生态的一种修复和接续。据
深泽县副县长张军良介绍，近年来，深
泽县委、县政府每年拨付一定经费用于
坠子戏的保护传承，列入财政预算。
省、市文化部门大力支持，将深泽坠子
戏列入重点项目，支持深泽县组织力量
抢救传统剧目剧本，辑印《深泽坠子戏
剧作选》五集，整理刻录传统剧目演出
实况光盘 500 套。吸纳青年演员，壮大
演职员队伍，重新编导、排演了传统连
本戏《大宋金鸠》《包公出世》《王清明投
亲》等。从对传统的传承到“返本开
新”，已成为深泽坠子戏继承创新的重
要手段，也是对戏曲文化生态的一种重
建和创造性保护。

对此，省群艺馆馆长、省非遗保护
中心主任马维彬谈道，为更大程度地改
善传统戏剧传承发展环境，2006 年至
2018年间，国家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共补
助河北省非遗项目 1.8115 亿元，其中传
统戏剧类补助 8352 万元，对我省传统
戏剧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弘扬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我省对传统戏剧加大了
保护和扶持力度，2016 年至 2018 年间
传统戏剧类省级非遗专项资金补助项
目 30 多个，支持剧团用于传统剧目复
排、服装道具购置等。

我省是戏曲资源大省，众多地方戏如何在传承中创新，留住
更多乡音乡愁？

老戏如何“唱新曲”

国家级非
遗项目深泽坠
子戏传承人表
演 《 夜 审 姚
达》。
记者 肖 煜摄

□记者 杨明静

省运会助推我省大型
体育场馆建设

波纹状构造体现出碧波涌动的设
计理念，与灯光等多种现代技术手段
一起塑造出灵动的视觉效果；水循环
设备配合空调新风系统，能够确保馆
内恒温恒湿⋯⋯

石家庄全民健身中心在省第十五
届运动会期间揭开面纱，得到高度评
价。这座新建成的场馆总投资约 1.5
亿元，总建筑面积 3 万多平方米，是原
石家庄市游泳馆拆除后在原址规划新
建的项目。

该市裕彤国际体育中心的改造
升级同样让人眼前一亮：“柏林蓝”赛
道令人赏心悦目，被亚洲田联定为国
际 A 级标准；场内的灯光、音响以及
电子显示屏全部进行了更新，标准向
亚洲田径锦标赛举办场馆看齐⋯⋯

几乎每一届大型运动会都能促
进举办地的场馆建设。以我省为例，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前，沧州体育场和
体育馆建成，填补了当地没有大型体
育场馆的空白；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前，廊坊体育场落成；省第十五届运
动会涉及 35 个比赛场馆，其中石家
庄全民健身中心、西环公园轮滑场等
为新建，裕彤国际体育中心进行了改
造升级。

近年来，由于省运会等大型赛事
活动的推动，我省一些地区加快了
现代化体育场馆建设的步伐，在满
足大型赛事活动需要的同时，为体
育惠民奠定了基础。但有关人士指
出，我省专业体育场馆的数量和质
量与体育强省仍存在一定差距，能
够承接国家 A 级赛事的体育场馆并
不多，场馆落后地区仍需结合实际
创新思路，多渠道解决资金、用地等
难题，迎头赶上。

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是难题

“我们正在制定方案，年卡和门票
将会实行‘亲民价位’。”石家庄全民健
身中心主任王日增介绍说，除了每天
运动员训练时段的两个小时需要占用
部分泳道外，中心会最大限度对群众
开放。未来中心将成为集游泳跳水、
健身休闲于一体的体育综合体，预计
年可接待20万人次，暑期每天的接待
量可达到2000人次。

拥有游泳、球类等健身场地资源
的场馆，因能为群众提供亟须的服务，
赛后利用往往不成问题，规模较小的
场馆更是“船小好掉头”。而几万个观
众座席的大型体育场馆一般就没那么

“幸运”了。
“在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承

租为球队本赛季主场前，廊坊体育场
的开放情况并不乐观，主要是使用、维
护成本太高。”廊坊市体育局办公室主
任吴树强介绍说，水电气热支出，草皮
维护，再加上保洁、维修等成本，对一
个市级体育场来说压力不小。

这并非个例。不仅我省，就连广
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后，部分场馆也
一度闲置。2014年的《中国体育产业
蓝皮书》显示，我国“体育场馆数量严
重不足与长期闲置并存”，一方面中国
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西方发达国
家的 1/15，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体育场
馆又长期闲置。甚至在国际上，因承
办大赛而新建的体育场馆在赛后闲
置，也是一个难题。

关键是让赛事活动多起来

每到中超足球联赛河北华夏幸
福队主场比赛的时候，廊坊体育场都
会变得格外热闹。本赛季，河北华夏
幸福队将主场迁至廊坊体育场，为该
体育场带来了新的活力。而石家庄
市裕彤国际体育中心作为中甲足球
联赛石家庄永昌队的主场，上座率很

可观。
“大型体育场馆与有影响力的赛

事活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河北
体育学院体育产业教研室教师庞善东
博士说，国外一些大型体育场是因某
些职业俱乐部的需求而建，有其固定
的用途，一般不存在闲置问题。那些
为了某一临时性需求而建设的大型体
育场馆就难说了。这类场馆要可持续
发展，就要让赛事活动多起来。而目
前，我省的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并不活
跃，高水平赛事活动相对较少，需要多
方共同努力，策划推出更多“叫座”的
体育赛事活动。

另一方面，面对全民健身带来的
旺盛场馆需求，大型体育场馆其实可
以“放低身段儿”，一试身手。

“没有大型赛事活动时，我们尽可
能地为群众及业余训练运动员提供服
务。”石家庄市裕彤国际体育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说。

一般在工作日的早上 7 时，该中
心就迎来了第一批“客人”。跑道上，
三五成群的人在慢跑；绿茵场上，练习
太极拳的也不在少数。面向群众的免
费开放时间结束后，长安业余体校的
学生们还将在这里进行 400 米跑、跳
高、跳远等专业训练。

按照该中心《2018 年开放工作方
案》，2018年全年免费对外开放，计划
接待技能培训不低于 1 万人次、日常
健身人数不低于13万人次，并承接市
直机关老干部运动会、城市定向赛、社
区运动会等。

有专家指出，要彻底解决大型体
育场馆的赛后利用问题，规划建设时
就要对此进行充分考虑。此外，改革
其管理体制的问题也值得研究，如可
探索建管办分离，在政府投资建好
后，将其经营权交给有实力、有意愿
的民营企业，而由体育部门来监管，
充 分 发 挥 经 营 企 业 面 对 市 场 的 积
极性。

本报讯（记者杨明静）10月
6 日至 13 日，第三届亚洲残疾
人运动会将在印度尼西亚首都
雅加达举行，将有来自 43 个国
家和地区的约 3000 名运动员
参赛。9 月 30 日，参加第三届亚
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
人员从北京启程赴雅加达，我
省部分参赛运动员随队出发。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共有运动员232人，将参加
视力残疾和肢体残疾两个类别
共 15 个大项的比赛。我省有
19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

团，将参加乒乓球、游泳、羽毛
球、柔道、举重、射击、田径等 7
个大项的比赛，是历届亚残运
会中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其
中9人为首次参加亚残运会，年
龄最小的是14岁的羽毛球运动
员刘禹彤，这名来自沧州的小
将曾在 2017 年残疾人羽毛球
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一枚金牌。

出征前，我省各项目运动
员分别随队进行了为期两个多
月的集训，在田径、射击、羽毛
球、举重、乒乓球等项目上有较
强实力。

本报讯（记者杨明静）河北
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
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
月 8 日起在石家庄市举办。石
家庄市代表团参赛人数位居各
代表团之首。

据了解，省第九届残运会
暨第五届特奥会共有 14 个代
表团、一千多名运动员报名参
赛。石家庄市代表团由 335 人
组成，分为一团和二团，其中运
动员 248 人（男运动员 163 人、
女运动员 85 人），参加省残运
会运动员 232 人，共将参加游
泳、射击、聋人足球等 14 个大
项、124 个小项的比赛；参加省

特奥会运动员 16 人，共将参加
田径、羽毛球等 3 个大项、8 个
小项的比赛。石家庄市参赛选
手中，有 23 人参加过 2015 年
全国残运会，7 人参加过 2016
年 里 约 残 奥 会 ，1 人 参 加 过
2017年听障奥运会。

为备战 2022 年冬奥会，省
第九届残运会暨第五届特奥会
首次增设了高山滑雪、单板滑
雪、越野滑雪、冰橇冰球、聋人
冰壶等残疾人冬季项目比赛。
在今年 1 月份提前进行的残疾
人冬季项目比赛中，石家庄市
有 19 名运动员参赛，共夺得 11
枚金牌、5枚银牌、9枚铜牌。

本报讯（记者杨明静）9 月 30 日，
2018 京津冀户外运动挑战赛第二站
在张家口市宣化区假日绿岛欢乐农场
举行。

本次比赛设置山地自行车挑战赛男
女组、乡村跑步挑战赛男女组和儿童平
衡车大奖赛，参赛人数近390人，其中北
京、天津各 100 人。首站在秦皇岛老君
顶景区举行。本站比赛依托张家口市宣
化区假日绿岛欢乐农场运动基地，选取
环形赛道，沿途经过农场附近的塔儿村、
窑子头村等乡村和风景优美的田野。

本报讯（记者刘剑英）9 月 30 日上
午，2018 邯郸·武安第三届全国山地划
骑跑铁人三项挑战赛在武安西部景区开
赛，比赛吸引了德国、俄罗斯等国内外
300 名专业运动员和近 1000 名业余爱
好者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我国选手韩
顺渊以 1 小时 59 分 50 秒的成绩摘得男
子组冠军，唐景燕以 2 小时 20 分 50 秒
的成绩在女子组折桂。

本报讯（记者陈华）从近日举行的第
二届中国（廊坊）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暨
智能体育装备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
展会将于11月3日至5日在廊坊国际展
览中心举办。

据了解，该展会总展出规模 30000
平方米，由冰雪装备展区、智能装备展
区、健身器材展区、房车露营展区、体育
旅游展区、户外装备展区等15个大型展
区构成，涵盖全国 400 家优秀体育产业
企业、数万件体育器材。

2018京津冀户外运动
挑战赛第二站举行

武安举办第三届全国
山地铁人三项挑战赛

第三届亚残运会

我省19名运动员参赛

省第九届残运会暨第五届特奥会

石家庄代表团参赛人数居首

大型体育场馆：建好更要用好
——省运会闭幕后场馆再利用问题的思考

□本报记者 肖 煜 刘 萍

戏音袅袅，代代传唱。地
方戏以独特的方式保留着一
方百姓的乡音乡愁记忆。近
日，我省戏曲类非遗传承与发
展研讨会暨国家级非遗深泽
坠子戏保护成果展演在深泽
举行。有关专家学者以及部
分基层戏曲院团代表汇聚一
堂，围绕传统戏剧在保护传承
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共同探
讨我省戏曲类非遗剧种传承
与创新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
发展新路径。

第二届中国（廊坊）国际体育
产业博览会将于11月3日开幕

设冰雪装备等
15个大型展区 9月30日，参加第七届中国滦河文化节的一家手工艺品企业

的工作人员在展示核桃楸手工艺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