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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马朝丽 通讯员
李志平、何菲）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省
财政厅和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的《河
北省省级自然资源重点生态保护修复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8 月 18 日起正式施行，
有效期3年。

为支持河北省自然资源领域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历史遗留矿山修
复治理等工作开展，省财政厅研究设立了
河北省省级自然资源重点生态保护修复
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自然资
源（海洋）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管
理。财政部门主要负责专项资金预算管
理，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专
项资金支持项目的谋划、确定、组织实施、
调整和预算执行、预算绩效管理。

专项资金采用项目法分配，支持省与
市县共同财政事权项目。具体包括自然
资源领域重点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项
目，包括政策性关闭矿山明确由所在地政

府治理的项目；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防
治项目；中央财政支持的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态保护修复、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等项目；国家或省委、省政
府要求支持的其他事项。

除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和特大型、
大型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外，其他项目应
具备以下条件：自然资源领域重点区域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要求涉及“山、水、
林、田、湖、草、沙”2 个以上生态要素，对
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生态受益
范围较广，总投资原则上不低于 2000 万
元；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项目（不包括
政策性关闭矿山明确由所在地政府治理
的项目），总投资原则上不低于 2000 万
元；国家或省委、省政府要求支持的事
项，须提供国家有关文件，或省委、省政
府文件和会议纪要等。

专项资金采取前补助或后补助方式
支持，并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分年度安排。
中央财政支持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按照不超过中央支持资金的
20%补助，补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4亿元；
中央财政支持的其他项目，按照不超过中
央支持资金的20%补助，补助资金原则上
不超过 5000 万元；自然资源领域重点区
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按
照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补助，补助资
金原则上不超过 5000 万元；历史遗留矿
山修复治理项目，采取后补助方式，根据
项目财务决算报告及市县财政实际出资
等资料核定，按照不超过财政实际出资的
50%补助，补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5000万
元；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按照
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60%补助，补助资金
原则上不超过5000万元；国家或省委、省
政府要求支持的项目，根据预算安排和项
目实际统筹确定支持金额。

专项资金不支持的项目有 10 类，包
括生态受益范围地域性较强、属于市县财
政事权或有明确修复主体的项目；不符合
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耕地保护红

线、用海、用岛、岸线等国家管控要求的项
目；公园、广场、雕塑等旅游设施，以及“盆
景”工程等景观工程建设项目；生态要素
涉及“水”且主体工程为“水”治理的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生态要素只涉及“林、草、
湖、沙”的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或主体工程
为“林、草、湖、沙”治理的项目；该办法施
行前已经竣工验收的历史遗留矿山修复
治理项目；省级相关专项资金已经支持的
项目；项目实施地存在纠纷或争议的项
目；审计、督查等发现问题未有效整改的
项目；生态保护修复效果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工程措施对生态系统造成新的破坏可
能性较大，工程技术不完善等条件不成熟
的项目。

除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外，其他各
类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2 年。专
项资金只能用于工程建设支出，不得用
于勘查规划设计、工程监理、拆迁补偿、
土地流转、项目竣工验收等与工程建设
无关的支出。

河北出台省级自然资源重点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支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等项目

歌剧《雁翎队》：

对荷花淀派文学的又一种诠释
特邀专家 庞彦强（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 专家评剧

河北日报讯（记者周禹佳）9月4日
晚，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出品，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
排的当代杂技剧《化·蝶》在线上与观众
见面。100余名演员、将近两个小时的
演出，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
盛宴。该剧是参评第十七届文华表演
奖的剧目之一。

杂技剧《化·蝶》以梁祝经典爱情作
为故事基线，以梁祝化蝶的意象作为爱
情的象征，结合庄周化蝶的哲思，紧紧
抓住“蝶”的意象，把蝴蝶破茧、化蝶的
自然过程，与梁祝的生死爱恋完美结
合，表现生命从孕育、孵化、抗争到破
茧而出、自由飞翔的过程，多层次、多
角度讲述化蝶的故事，阐述生命的意
义，并在讲故事的基础上用杂技、舞蹈
与戏剧等多元艺术表现不同的场面与
意象，全剧写意、空灵而浪漫，既有中
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又有当代舞台表
演的创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
容、中和之美。

《情别》一幕由展现传统审美的水
墨意蕴与蓝调灯光融合而成，营造烟
雨弥漫的江南凄美画卷，群体蹬伞与
群舞的一动一静，更刻画了梁祝二人

分别的依依不舍；《梦聚》一幕，男女主
角将舞蹈与杂技完美融合，亦真亦幻，
极具感染力……

为将该剧打造成文艺精品，《化·
蝶》邀请了国家一级导演、中国舞蹈家
协会副主席赵明，国家一级编剧喻荣
军，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秦立运，著名
服装设计师李锐丁等国内知名主创班
底，汇聚了文学创作、舞美、灯光、服装
造型等多行业顶尖人士，历时近两年，
以现代手法重塑经典。全剧对于肩上
芭蕾的运用，更是起到画龙点睛的效
果，烘托出“生死相随，皆缘和你永远
徘徊缠绵”以及“旷世蝶恋，只为在你
肩头片刻停留”的独特艺术效果。同
时，以“蝴蝶”贯穿全剧始终，勾连过去
与现在，穿梭现实与幻境。

“我们将传统意象与现代审美融
合，通过前所未有的叙事方式让观众
深刻感受到视觉冲击和情感表达。”

《化·蝶》领衔主演兼艺术总监吴正丹
介绍，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整个团队
在创作、演出过程中不断加深对人物
的理解，精益求精，希望能更好地用杂
技艺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倾力讲
好中国故事。

荷花淀派是冀中抗战文学的杰出
代表。人们把其特点概括为清新柔美，
朴素明丽，恬淡雅致，充满着浓郁的诗
情画意，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
结合。由于展示了战争状态下白洋淀
的水美、景美、人情美、人性美，所以荷
花淀派文学在众多战争文学中独树一
帜，格外耀眼。在荷花淀派文学问世
70 多年后，如何用戏剧的方式表现当
年冀中抗战那段艰苦卓绝、令人刻骨铭
心的历史，同时又最大程度地彰显荷花
淀派文学的艺术魅力，恐怕是一个较大
的创作难题。多少年来，创作一台既能
集中反映白洋淀军民抗战的历史又能
较好体现荷花淀派文学风格的戏剧，一
直是人们努力探索的方向。歌剧《雁翎
队》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
这种期许已久的等待。

在充分尊重荷花淀派文学风格的
基础上来组织戏剧矛盾，展开戏剧冲
突，是歌剧《雁翎队》的内在叙事逻辑，
概括起来就是以景牵情，缘情造境，事
随情移，情事相生。一切的爱恨情仇，
都源于对美丽水乡的眷恋和深爱；所有
的喜怒哀乐，都来自对亲情乡情的炽热
和浪漫；始终的风云变幻，都蕴于对未
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匠心造画，营造清新幽美的水乡景
象，实现人在画中显、情在景中展、事在
境中变的叙述效果，是该剧刻意坚持的
一个艺术追求。从剧中几个场景的安
排，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创作意图。其
一，大幕拉开，天边缭绕的晚霞，金色袭
染的芦荡，夕阳映照下波光粼粼的水

面，小船从远处划来，犁开一池萍碎，俨
然一首暮湖归棹的田园诗。然而就在
这种静美秀丽惬意恬淡之中，却弥漫着
浓浓的硝烟气息。其二，水上游击队成
立，守护家乡的号角吹响，战争的脚步
越来越近，但此时观众并没有感受到战
前的紧张和焦虑，看到的却是碧翠的荷
塘，田田的荷叶，渔事劳作的惬意，还有
女主人公英莲的甜美歌声：“风吹十里
荷花香，哥哥撑船妹摇桨，撒下渔网捞
太阳，拨开莲子细品尝。”其三，英莲为
救小菱而牺牲的场景令人震撼：残阳如
血，芦花飘雪，青碧中一袭夺目的红衣，
那是英莲就义的绚丽。

弱化战争场面，沉静平和地处置突
变事件，在波澜不惊中化解一次次危机
险情，是该剧对荷花淀派文学的又一种

诠释。尽管舞台上炮声隆，弹穿梭，浪
花激溅，火光烧天，却不渲染残酷恐惧
情绪。边歌边舞的处理手法，给人感觉
那似乎不是在打仗，就像平时捕鱼捉雁
一样。在处理汉奸告密、军情泄露、游
击队危机四伏等场景时，也是淡然处
置，轻松化解，不多施笔墨。

也许就是为了最大限度体现荷花
淀派文学的特点，该剧才选择了这样的
叙事方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可能我们习惯了戏剧鉴赏的
通常模式，才会对另一种风格的戏剧产
生一些不理解，形成预设鉴赏障碍。其
实，认真揣摩一下该剧主题歌，可能会
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鱼儿鱼儿游
开吧，我们的船要去战斗了；雁儿雁儿
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把敌杀……”

歌剧《雁翎队》演出照。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杂技剧《化·蝶》：

用多元艺术演绎“梁祝”爱情故事

当代杂技剧《化·蝶》剧照。
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日
前，教育部与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文物局、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设
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在首
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中，我省17家单位入选。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河北
医科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基地、河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
论课实践教学基地入选教育部办
公厅、科学技术部办公厅联合设立
的科学精神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
单；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秦皇岛西
港、井陉煤矿入选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联合设立
的工业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
单；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衡水
市人民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入

选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联合设立的抗击疫情专题
实践教学基地名单；西柏坡纪念
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
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乐
亭县李大钊纪念馆入选教育部办
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联合设立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专题实践教学
基地名单；河北省李保国精神教育
基地、河北省骆驼湾顾家台脱贫攻
坚实践课堂入选教育部办公厅、国
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联合设立的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专题实践教学
基地名单；西柏坡纪念馆、八路军
一二九师纪念馆、怀来县董存瑞烈
士纪念馆入选教育部办公厅、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
合设立的党史新中国史教育专题
实践教学基地名单。

河北17家单位成为教育部首批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李恕佳

“ 大 咖 ”有 话 说

日前，河北日报客户端上线
了一个原创文化短视频访谈栏
目——《咖说》。

画出“三个和尚”的“90 后”
画家韩羽、被称为“小兵张嘎之
父”的作家徐光耀、自称“一个劳
动者”的画家铁扬、“把身心紧紧
贴在裸露的大地上”的编剧孙德
民、“为河北民间文化修史”的郑
一民、“写农民、为农民而写”的作
家关仁山、“笔墨当随时代”的画
家祁海峰……就像这个栏目的名
字，《咖说》每一期的主角，都是河
北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咖。

三分钟视频不长，但我们可
以从中了解他们的创作历程、品
格追求、艺术成就；七期视频不
多，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河北
文艺工作者攀登高峰的努力与
执著。

看完几期节目，我想探讨的
两个问题是：这些大咖何以成为
大咖？河北怎样才能孕育出更多
的文化大咖？这两个问题，归根
到底是一个问题：文艺与时代和
人民的关系。

徐光耀说，写作者不应该只
顾惜个人内心，还需要关注时代
和国家的命运，反映“大生活”。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深刻影响
着他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成为他
永难磨灭的“情结”。

韩羽说，任何一个作品，没经
过读者鉴定以前，只能算是半成
品，只有读者欣赏过并且和作者
互动后的结果，才能算是成品。

《三个和尚》上映 42 年来成为几

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正是作
者和读者共同努力、共同创造的
结晶。

铁扬说，任何艺术家都是劳
动者，留给历史的不仅有作品的
内容和形式，还应该有劳动轨
迹。扎根太行山、拒马河，扎进北
方的炕头、红柜、玉米地，铁扬用
一名画家的劳动，去书写劳动、讴
歌劳动。

《咖说》栏目对河北文化大
咖创作历程的探寻，也再次印证
了一个道理：“文艺创作方法有
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

从《白洋淀纪事》《红旗谱》
《小 兵 张 嘎》等“ 红 色 经 典 ”系
列，到《哦，香雪》、贾大山的“梦
庄系列”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
心理的细腻描摹；从“三驾马车”
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守岛
人》《李保国》《最美的青春》《塞
罕长歌》等新时代影视戏剧作
品，河北文艺工作者始终扎根脚
下的土地，从火热的生活和人民
的喜怒哀乐中打捞创作素材，
为当代中国文艺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徐
光耀说过一句话：“嘎子是我生活
的储存。”这句话，生动地说明了
什么是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丰沛源泉。我们期待，更多的
文艺工作者沿着前辈的道路，创
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
精品力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璐丹）近
日，省科技厅发布《河北省企业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专业化服务机构建设
工作指引》，引导和培育建设一批企
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业化服务机
构（以下简称专业化服务机构），推
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落地落实。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一项激
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增强创新能
力的惠企政策。省科技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
推动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成效，关键在于帮助企业准确理
解政策、充分享受政策。为此，省
科技厅研究制定了该工作指引，以
期用主动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
为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添上“税
动力”。

专业化服务机构将在科技部门
指导下，面向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小企业和规上企业等，开展宣讲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协助建
立研发管理制度、提升科研项目管
理水平；指导完善会计制度、规范研
发支出、归集研发费用、建立研发辅

助账；协助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项目鉴定；协助规范加计扣除留存
备查资料；帮助解决企业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过程中遇到的各
类问题。

根据规定，专业化服务机构应
具备如下条件：在河北省行政区域
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科技服务机构；设有专门开展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服务的部门，专兼
职人员不少于 10 人；开展企业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关服务工作 3
年以上，具备 50 家以上企业的服
务案例；与 5 家以上熟悉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的会计师事务所、税
务师事务所等建立长期稳定合作
关系，签订合作协议；无在惩戒执
行期内的不良社会信用和科研失
信记录。

据介绍，省科技厅将从服务企
业数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企
业满意度等方面，对专业化服务机
构的服务绩效开展年度评价。评价
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四个等次并公开发布，对良好以上
等次的给予奖励。

我省将建设一批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专业化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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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
（记者田恬）9 月 4
日，第十三届中国
艺 术 节 第 十 九 届
群 星 奖 音 乐 类 决
赛 以 云 展 演 形 式
拉 开 帷 幕 。 本 届
群 星 奖 音 乐 类 决
赛共计入围 28 件
作品，我省报送的
表演唱《我家门前
那条路》、情景表
演唱《响器响》2 件
作品入围。

本 届 群 星 奖
以“ 喜 迎 二 十 大
奋进新征程”为主
题，展示新时代群
众 文 艺 创 作 成
果 。 乡 村 振 兴 是
本 届 群 星 奖 的 热
门 题 材 ，展 现 近
年 来 乡 村 建 设 发
展 的 丰 硕 成 果 ，
以 及 乡 村 生 活 的
新变化。

“世上有着千
万条路，最爱门前
那条路……”表演
唱《我家门前那条
路》由河北省群众
艺术馆、河北省文
化和旅游研究院、
唐 山 市 群 众 艺 术
馆、廊坊市群众艺
术馆、唐山市丰南
区文化馆演出，该
作品以小见大，通
过 一 群 励 志 青 年
回到家乡，看到家
乡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心中生发无限
感慨，歌唱生活的
改 变 、社 会 的 进
步 和 新 时 代 青 年
人 的 历 史 责 任 和
使 命 担 当 。 该 作
品运用倒叙手法，

讲述了家乡三代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
经历的生活场景：从泥泞的土路，到
坚实的水泥路，再到宽阔的高速路，
反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解放初期、
七 八 十 年 代 改 革 开 放 时 期 、飞 速 发
展 的 今 天 ，生 活 所 发 生 的 翻 天 覆 地
的变化。

卖豆腐的敲梆子、卖香油的敲铜
板儿、卖馒头的吹牛角、修笸箩的甩铁
叶……由邢台市群众艺术馆演出的情
景表演唱《响器响》则选取以上四种响
器物件，把热爱生活、勤俭持家的传
承，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精神，千锤
百炼、精益求精的匠心，敬畏自然、感
恩万物的情怀予以表达。《响器响》在
声音塑造上还原了响器的原声，并在
此基础上予以拓展，在旋律上深植冀
南民间音乐，呈现出既立足传统，又具
有现代色彩的音乐气质。有网友留言
表示：“记得小时候，一听见敲梆子的
声音，就知道是卖豆腐的来了。当舞
台上梆子声响起，有那么一瞬间仿佛
又回到了童年。”响器负载着深厚的民
间文化，回荡着悠远的百姓情思，也寄
托着小商贩的人生理想和手艺人的价
值追求。

据悉，9 月 14 日将在国家大剧院举
办第十九届群星奖颁奖晚会并公布评
奖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