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3日，河北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滑雪
场举行了“快乐冰雪·健康河北”
冰雪运动主题即开型体育彩票上市
首发仪式，总局体彩中心中体彩彩
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刘新刚，
河北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王春、经

济处副处长康学英，河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主任高东勋、副主任方
晓，张家口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王振宇以及张家口市崇礼区相
关工作人员出席了本次活动。

活动在“冰雪之梦”的开场
舞中拉开帷幕。河北省体育局二
级巡视员王春在首发式上致辞，
充分肯定了体育彩票在筹办北京
冬奥会和助力冰雪运动发展上作
出的贡献。他强调，省体育局坚
持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重要指示精
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三
件 大 事 ” 之 一 “ 筹 办 北 京 冬 奥
会”部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
超常规的思路举措，奋力推进冰
雪运动强省建设。在推进冰雪运
动强省建设的进程中，既有来自
体彩公益金的源源助力，也有冰
雪 运 动 主 题 系 列 彩 票 的 宣 传 推

广。他希望，河北体彩以此次冰
雪运动主题彩票发售为契机，持
续发挥好“体育事业生命线”“公
益事业助推器”作用，为全省冰
雪运动向纵深发展、河北体育实
现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河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

任高东勋在首发仪式上向大家介
绍了“爱赢爱冰雪”冰雪运动主
题即开型体育彩票的相关情况。
他表示，此款即开彩票是河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落实省体育局

“12358” 总 体 工 作 部 署 ， 聚 焦
“加快建设新时代冰雪运动强省和
体育强省”目标，助力河北省第
二届冰雪运动会，特别向国家体
育总局彩票中心申请发售的一套
新型即开票，每款票面都紧紧围
绕北京冬奥会设计制作，集冰雪
运 动 项 目 普 及 和 即 开 游 戏 于 一
体。通过发售，将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冰雪运动社会关注度，为即
将开幕的河北省第二届冰雪运动
会和推动“3000 万人参与冰雪运
动”营造良好氛围。

多年来，河北体彩一直秉承
“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
旨，不忘公益使命，筹集彩票公

益金。截至 2020年 11月底，我省
已累计筹集体彩公益金超 256 亿
元，广泛应用于体育事业、社会
保 障 、 医 疗 卫 生 、 教 育 、 扶 贫
等。每购买一张此次发售的“爱
赢爱冰雪”即开票，金额中的20%
都将成为体彩公益金，完成一次

微 公 益 善 举 。 点 点 微 亮 汇 聚 光
芒，伴随此次“爱赢爱冰雪”冰
雪运动主题即开票的上市发行，
河北体彩还将开展配套的奖上奖
营销活动，为广大购彩者带来更
多幸运的同时助力北京冬奥会，
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添砖
加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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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冰雪运动发展冰雪运动 助力北京冬奥助力北京冬奥

““爱赢爱冰雪爱赢爱冰雪””主题即开型体育彩票隆重上市主题即开型体育彩票隆重上市

“爱赢爱冰雪”主题即开彩票共分为 5 元、10 元、20 元三种面
值。5元面值的“爱赢爱冰雪”即开彩票，共十五个场景票面，以中
国冰雪运动推广大使“冰娃雪娃”为票面主形象，展示冬奥会赛事十
五小项的比赛项目。该款票种有8次中奖机会，采用找奖金符号的
玩法，游戏简单易懂。奖金共设11个奖级，最高奖金10万元。

10 元 面 值 的
“爱赢爱冰雪”即开
彩票，共有七个场景
的票面，以冰雪运动
七大项目运动形象
与心形图案巧妙结
合，诠释爱赢爱冰雪
的主题。该款票种
有 11 次中奖机会，
奖级侧重中小奖，最
高奖金25万元。

20 元面值的“爱
赢爱冰雪”即开彩票，
共三个场景，采用镭
射纸印刷工艺，以艺
术化的雪花为票面主
形象，向购彩人群宣
传推广冰雪运动。该
款票种有 20 次中奖
机会，中奖率较高，奖
级侧重中小奖，最高
奖金100万元。

河北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王春在首发式
上致辞。

欢快的欢快的““冰雪之梦冰雪之梦””开场舞开场舞。。

首发仪式现场。
河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高东勋在首发

式上致辞。

干部群众观看干部群众观看““爱赢爱冰雪爱赢爱冰雪””新票票面新票票面
展示展示。。

一出戏，六十载！我省举办纪念河北梆子《宝莲灯》首演60
周年系列活动——

四代演员共燃“宝莲灯”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12 月 6 日，2020 年全国冰球锦
标赛女子组比赛在云南腾冲战
罢，年轻的河北女子冰球队在
季军争夺战中以 1∶0 击败北京
队，获得铜牌。这是该队首次
在全国A类赛事上获得奖牌。

作为中国冰球协会年度最
高级别赛事，2020 年全国冰球
锦标赛也是本年度唯一全国性
成年人冰球赛事。分在女子组
B 组的河北女子冰球队以第二
名的成绩进入淘汰赛。淘汰赛
首场比赛，面对实力和经验均
强于自己的 A 组头名上海队，
她们以1∶5失利，从而进入季军
争夺战。

虽然曾在小组赛中负于北
京队，但在12月6日进行的季军

争夺战中，河北女子冰球队敢打
敢拼，一开始就展开猛攻。比赛
进行到3分29秒时，河北女子冰
球队队员冯少轩在前场抢断得
手，直接射门得分。失球后，北
京队逐渐找回状态，但河北女子
冰球队顽强顶住了对手的猛攻，
最终以1∶0获胜。

2017年成立的河北女子冰
球队，曾获得 2018 年全国冰球
锦标赛 U16 年龄段冠军，2019
年又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体校甲组亚军。教练于伟华
说，作为本次比赛中最年轻且
唯一队员全部来自于跨界跨项
选材的队伍，球队积累了经验，
收获了信心，下一步将向第十
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奖牌发起
冲击。

季军！
河北女子冰球队首获
全国A类赛事奖牌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
12 月 5 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河北美术馆（河北画
院）、河北省艺术研究所承办的

“2020 年河北美术家大运河采
风、写生、创作展”在河北美术
馆开幕。此次展览将持续至
2021年1月5日。

运 河 贯 南 北 ，文 脉 承 古
今。此次活动旨在配合河北省
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充分挖
掘和弘扬大运河文化内涵，发
挥其文化通道的作用，大力推
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活动邀
请省内大运河文史专家、著名
画家及相关学者等，就大运河
的历史文化进行研讨，结合美
术创作规律，甄选出100个关于
大运河文化的创作选题，面向
全省进行网上征稿。同时，组
织美术家走进有代表性的大运

河地区，开展采风调研活动，搜
集丰富的运河文化素材。

活动中，我省美术工作者
及美术爱好者积极投稿，创作
出一大批表现运河文化精神的
美术作品。经过河北美术馆

（河北画院）组织专家初评、复
评，共遴选出 160 余件国画、油
画、版画作品进行展览。

据了解，此次展览参展作
品由社会征集和特邀作者作品
两部分组成，既有专业画家的
精品力作，也有美术爱好者的
自由投稿，内容丰富，涵盖了旅
游、文化以及历史、人文等题
材。另外，作品形式多样，山水
画、花鸟画、人物画、风景画、静
物画等都有。据介绍，此次展
览是水平较高的一次专业画家
作品和美术爱好者作品构成的
综合性展览。

“2020年河北美术家大运河采风、写生、创作展”开幕

160余件美术作品
描摹运河古今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做神仙不过是寂寥清淡，怎比得在
人间幸福万千……”12月4日晚，纪念河
北梆子《宝莲灯》首演 60 周年系列活动
之一，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经典剧目《宝
莲灯》在河北梆子剧场精彩上演。四代
演员同台献艺，再次演绎经典大戏。

一部河北梆子红遍全国
四代演员接力薪火传承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出河北梆子
《宝莲灯》曾圈粉无数。这部戏当年火
遍大江南北。那时，演员们不仅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各地巡演时
更是场场爆满。

“这部戏既有艺术高度，又能体现
河北梆子特色；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市
场收益；既坚持推陈出新，融合多个艺
术门类，又接力传帮带，让经典剧目得
到了很好的传承。”河北省河北梆子剧
院院长赵涛介绍，河北梆子《宝莲灯》是
在传统剧目《劈山救母》的基础上，借鉴
舞剧《宝莲灯》改编而成。该剧创排于
1959 年，1960 年正式搬上舞台，是河北
省河北梆子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也是
剧院传承比较好的一部戏，迄今为止已
经演出1600余场。

“1960年6月，河北梆子《宝莲灯》在
天津参加河北省第一届青少年戏曲汇
演，观众的反响太热烈了。打那以后，
我们又去上海、南京、武汉、郑州等好多
地方演出，到哪儿都能掀起一股河北梆
子热。尤其在福建演出，每场都有四五
千名观众。”80 岁的《宝莲灯》第一代演
员张志远，至今记得这部大戏当年在全
国巡演的火爆场景。当晚，他再次登
台，出演二郎神一角，扎实的唱功和表
演博得了现场观众阵阵叫好声和掌声。

当天的演出中，第二代《宝莲灯》圣
母的扮演者王云菊，刘彦昌的扮演者、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刘凤岭和河北
省河北梆子剧院的青年演员、第三代

《宝莲灯》圣母的扮演者苏娜，沉香的扮
演者于静，二郎神的扮演者白七桥、何
红乐共同登台，再现经典。

“60 年来，河北梆子《宝莲灯》一直
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演遍了大江南
北。2012年荣获文化部‘第二届优秀保
留剧目大奖’，2013 年‘全国巡演万里
行’活动曾创造一场演出 105 次掌声的
记录。”赵涛介绍，这部戏培养造就了裴
艳玲、齐花坦、田春鸟、周春山、张志远、
彭蕙蘅、王云菊、刘凤岭、邱瑞德、郝士
超、于静、孙娜、张警月、丁云飞等一大
批艺术家和优秀青年演员。“通过一代
代老艺术家们薪火相传，现在第三代优
秀的河北梆子演员们将这出经典大戏

‘立’在了舞台上。”
据悉，参加此次演出的还有河北省

河北梆子剧院今年10月份新招的7名武
戏学员，他们的年龄只有10到12岁，在经
过不到两个月的培训后，首次登上舞台。

突破传统唱腔板式
艺术创新造就经典“看家戏”

舞台上，“仙配”一幕给观众留下深

刻印象——红绸翻飞间，三圣母翩翩起
舞，气质非凡，自带仙气，像极了敦煌壁
画中的飞天。舞台下，观众被这精彩的
表演深深吸引。

“十五年前登此峰，人正青春花正
红。此处得见圣母面，红纱留诗情意
浓。”刘凤岭高亢圆浑的唱腔如云遮月，
一开嗓便赢得满堂彩。

“这出剧目坚持了推陈出新的方针，
是各个艺术门类高度综合的结果。”赵涛
介绍，该剧吸收了舞剧中的红绸舞、扇子
舞、孔雀舞表演，又从武术中化用了舞
剑，音乐设计突破了传统唱腔板式，吸收
了昆曲及民歌旋律，使河北梆子的高亢
悲壮中增添了缠绵、欢快的成分。同时，
借鉴了赣剧的伴唱声腔和表演，设置了
河北梆子传统戏所没有的伴唱、主题歌。

“戏中的唱腔有很多创新，有些地
方没有按照传统的板式演唱。比如剧
中人物刘彦昌的唱腔，原来比较‘拖’，
改编后进行了浓缩，旋律也有所加强。”
此次演出中，扮演中年刘彦昌的刘凤岭
是《宝莲灯》第二代主力演员，他对该剧
的创新如数家珍。

“你看现在的头饰‘文生巾’上面有

绣花，非常美，以前可不是这样。”演出
前，刘凤岭在化妆间给记者讲起了这部
戏的服装变化。“过去刘彦昌的服装比较
素，后来每次重新创排，服装都有很大变
化，根据人物不同的年龄段，设计了很多
符合人物性格的服装。”刘凤岭说道。

“从 2006 年开始到现在，我几乎每
年都会演这出戏，但像今晚这样能跟这
么多前辈大家一起演出的机会太难得
了。”第三代圣母扮演者、河北省河北梆
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苏娜坦言，这部戏
凝结着几代河北梆子艺术家的心血，要
拿出最好的状态把戏演好，才能不负艺
术传承。

据悉，为纪念河北梆子优秀保留剧
目《宝莲灯》首演60周年，河北省河北梆
子剧院还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
经典舞台艺术片《宝莲灯》赏析、青春版

《宝莲灯》演出、专家座谈会、经典剧目
进校园、图片资料展等。河北经贸大学
的师生观看演出后，根据《宝莲灯》的剧
情和人物制作了绘本，未来将在中小学
校开展绘本普及。演出当晚，河北梆子

《宝莲灯》首演60周年图片展，在河北梆
子剧院外同步展出。

扫码看视频。
视频摄制：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12月 4日晚，
河北省河北梆子剧
院经典剧目《宝莲
灯》在河北梆子剧场
精彩上演。

河北日报通讯员
相春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