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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邢台市民政局秉持“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切实履行社
会救助兜底保障责任，积极探索“一二三四”核对工作模式，扎实做好困难群众
精准认定工作，不断筑牢兜实民生底线。

搭建“一个平台”。目前已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建局、行政审批
局等14个部门实现对接，退休信息、不动产信息、违法信息、存贷款信息等18
项信息可随时查阅，提升了核对工作的时效与质量，推动精准救助。

筑牢“两道防线”。一是筑好精准建制防线，下发了《进一步做好城乡低保
工作五项措施的通知》等文件，持续促进社会救助工作改革措施落地落实，有
效保障社会救助核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二是筑好精准施策防线，用好“一门
受理、协同办理”、主动发现机制、近亲属备案制等社会救助机制，强化社会救
助网络体系建设，让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只进一门，不漏一人”。

强化“三种宣传”。一是开展业务培训，采取以会代训、入职培训、专门培
训、网络视频等多种培训方式对各县（市、区）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基

层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自身素质。二是印发政策一本通，整理成便于携带、
便于学习的《社会救助与核对政策汇编》，并发放至各县（市、区）工作人员和重
点人群手中，进一步提升工作人员对政策的把握能力。三是创新宣传方式，采
取宣传挂图、宣传音频等多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使社会救助政策家
喻户晓。

推进“四项工作”。一是动态化监测低收入人口，及时让符合条件的困难群
众享受政策红利，确保快速施救、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二是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建立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激励与引导机制，增强救助对象的获得感、
安全感、幸福感。三是开展“渐进式”救助，及时消除可能导致贫困的不确定性
因素，实现以“救”为主，向“救”“助”并重转变。四是健全主动发现机制，开展以
上门为主，电话、视频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巡访摸排工作，并发挥四级社会救
助服务热线作用，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打通社会救助政策
落地“最后一米”。 （郭志刚、申晓蕊）

邢台市民政局

切实提升社会救助精准高效服务能力 ▲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民警李伯人民
警察证丢失，警号：096425，特此声明。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2022届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毕业生于孟弘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HBU·
2200577，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与计算机学院2023
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生孟庆吉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HBU·2303931，声明作废。

▲吴学刚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23820，特
此声明。

▲贾瑞梦遗失邯郸市庞大之星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代码：
113002120011，发票号码：01149090，金额：464700
元，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3届广告学专业
本 科 毕 业 生 王 泽 聪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2302309，声明作废。

▲河北中医学院2022级药学专业药学班学生
王天赐学生证丢失，学号：2201113042，声明作废。

▲李少旦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95151，特
此声明。

▲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2023届汉语言文学专
业本科毕业生叶朝旭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2231882，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2019届汉语言文学专
业本科毕业生武利子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1910099]0100872，声明作废。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原管道局职工学
院）1994届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脱产）专科毕业
生王涛毕业证书丢失，编号：94150121，声明作废。

▲李君言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04671，特
此声明。

▲河北中医学院护理学院2022级护理学专业
三班学生高紫佳学生证丢失，学号：2201404031，
声明作废。

▲ 岳 建 东 居 民 身 份 证 丢 失 ，证 号 ：
13050219681114155X，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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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期间，三场专题研讨会助力
戏曲艺术传承发展——

聆听古老戏曲艺术时代新韵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关注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

现代评剧《台城星火》亮相石家庄人民会堂

讲好红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历史文脉中有特殊地位。进入新时
代，戏曲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发展态
势。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
秀剧目展演期间，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
院承办的三场专题研讨会上，全国各地戏曲
院团长、业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新时
代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戏曲艺术数字化探
索与实践、新时代戏曲艺术精品创作等话题
深入探讨，助力戏曲艺术传承发展。

■ 让“北方戏窝子”展新颜

河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光
辉灿烂的戏曲文化。这里诞生了关汉卿、白
朴、王实甫等中国戏剧大师，有着当时闻名遐
迩的真定（今正定）、大名两大元杂剧中心。在
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河北戏曲不断发展，书
写着自身独特的历史。

河北戏曲历史悠久，传统深厚。河北省
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赵惠芬介绍，河北
戏曲剧种众多，被广大戏迷赞誉为“北方戏窝
子”，2017 年全国进行的地方戏曲剧种普查
中，共统计出 348 个剧种，其中河北就有 36
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同时，河北梆子、老
调、丝弦等河北原创剧种较多，豫剧、京剧、平
调等外来剧种在河北生根成长且影响力较
大。“剧种数量多、影响力大以及受众多都说
明了河北戏曲文化的繁盛。”赵惠芬说。

“中国的戏剧史，因为有了河北戏剧的参
与，才更加星光璀璨。”在5月8日召开的“新
时代戏曲艺术精品创作”主题研讨会上，河北
艺术职业学院原院长庞彦强梳理戏剧史指
出，河北是京畿重地，各地剧种进京演出之
前，一般先要在京城周边演出，与当地文化进
行交流融合，以适应观众审美。很多地方剧
种在河北这块土地上“升级”后，最终成为全
国性的大剧种。

2016年、2018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
展演连续在石家庄举办。今年，组委会丰富
了展演内容，以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为主，
增扩了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此次全国戏
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期
间，来自20个省区市的35个院团携21台大戏
和 5台折子戏专场轮番登台，21个戏曲剧种
华彩亮相，吸引大量河北观众走进剧场。

“各地院团来石家庄演出都有一个共同
的感受——每场戏的观众都非常多，而且现
场气氛热烈。”庞彦强说，戏曲在河北有着深
厚的群众基础，目前河北的戏曲爱好班社数
量在全国排名第一，观众用喜爱和热捧一次
次点燃“北方戏窝子”的激情。

“良好的戏曲生态是‘戏窝子’存在的基
础。河北现有的 36 个地方戏曲剧种中就有
两个傩戏，这说明河北戏曲不但历史悠久，
而且戏曲生态好。”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
究所研究员李志远建议，深挖河北历史，梳
理唐代之后民间戏曲存在的民俗生态，充实
河北“北方戏窝子”的论证基础。

如何让“北方戏窝子”展新颜？中国艺
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孙红侠认为，点
亮河北“北方戏窝子”应从河北戏曲文化建

设方面入手。她表示，任何一个地域的戏曲
文化建设绕不开出人、出戏、出效益这三项
重要任务。因此，戏曲文化建设要“两条腿”
走路，即在创作之外夯实理论评论基础。

■ 为戏曲传承插上腾飞之翼

新时代，戏曲艺术传承面临诸多新机
遇、新挑战，如何开拓出新的道路是戏曲人
一直以来的追求和探索。

“当下，剧团发展遇到了好的机遇。国
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各戏曲院团打造精品
力作，为时代立传。”在4月27日召开的“新时
代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主题研讨会上，江
苏省梆子剧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燕凌直言，
机遇来了的同时，挑战也来了。有了好的机
遇，如何出精品？她认为，应加强顶层设计，
提前做好剧目创作规划。目前，江苏省梆子
剧院进行了五年规划，下一个剧目将聚焦徐
州段大运河以及徐州的民俗文化，针对地方
文化打造地方名片。

戏曲艺术薪火相传，院团肩负着传承发
展的重任。“戏曲院团的发展，从某种角度上
讲是戏曲剧种的发展。”山东省吕剧艺术保
护传承中心副主任、山东省吕剧院副院长焦
黎认为，戏曲有共性，但不同的剧种各有特
点 ，戏 曲 人 在 传 承 创 新 过 程 中 应 把 握 好

“度”，根据本剧种的特色进行创新或借鉴。
在创作新戏时，不能忽略本剧种的本体，防
止舞美同化、音乐同化。此外，传承并非全
盘继承，而需要有选择有扬弃。戏曲作品有
导向性，当代戏曲人在整理改编传统戏时，
要本着对时代负责，对后代负责，对戏曲传
承负责的态度，从主题立意上进行把关，去
其糟粕，取其精华。

现实题材是戏曲创作的重要领域。浙
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戏剧研究所原所长朱

为总表示，如何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感受
时代的变化，并在浓浓的乡音乡愁中展现出
大情怀，是现实题材剧目创作面临的重要课
题。创作人员要加强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与
表达。

当下，现实题材剧目出现了过分强调现
代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而忽视戏曲独特表
现手段的现象。针对这一现状，中国评剧院
一级编剧冯静直言，现实题材剧目的创作可
以借鉴其他艺术门类中的元素进行现代化
表达，以吸引年轻观众，但戏曲本体不能丢。

数字技术的应用正重塑着舞台艺术的
生产、演出、观赏与消费等各个环节。“艺术
要资产化，传播要全媒化，品牌要时尚化。”
在 4月 27日举办的“戏曲艺术数字化的探索
与实践”主题讲座中，北京艾迪普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杰通过文化艺术数字
化的经典案例分析认为，未来戏曲院团在数
字化探索方面，首先应立足创作，打造经典
剧目和重头戏。其次，在生产环节运用更多
更先进的手段，比如通过大数据、云计算、虚
拟现实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另外，还要注
重传播，拉近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同
时需要做好运营。

■ 戏曲人才培养之路任重道远

人才是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持续发展的
根基。因此，人才培养始终是戏曲教育的根
本问题。

“这几年在挖掘整理河北梆子艺术行当
时，我们发现好多优秀传统剧目‘丢失’了。
这里的‘丢失’不是说戏丢了，而是能驾驭这
个戏的人才没了。”说到人才培养和传统剧
目传承，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刘莉沙
特别强调了继承的重要性。她认为，继承不
仅仅是整理出几部传统戏，更应该继承的是

老艺术家们戏比天大、以戏为魂的精神。
拥有一支专业稳定的人才队伍是各剧

种生存发展的基础。为了培养戏曲新人，
2021年，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与石家庄艺
术学校合作，招录了 30 多名“娃娃”学员，由
剧团的优秀演员任教，毕业后招录到石家庄
市河北梆子剧团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邀请业界专家对
演员进行专业考核，以考促练。加强对青年
演员的培养，把很多原来跑龙套的年轻人推
到前台，让他们每周演出并邀请老艺术家进
行点评。每年还要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河
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赵涛说，近年来，国家
不断出台支持戏曲传承和发展的政策，传统
戏曲发展形势正逐渐回暖，戏曲艺术对优秀
人才的需求更大了，因此院团更应注重对青
年戏曲人才的培养。

安徽省阜阳市演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蒋祥林认为，戏曲人才培养模式不是单一
的，可以请进来、走出去。他们曾组织戏曲
人才到北京传媒学院学习音响、灯光操作和
节目主持；到中国戏曲学院学习导演、服装
设计、化妆造型等。人才有了，怎么留住？
蒋祥林有自己的心得：“制定一套合理的考
评体系，工作环境好，收入也不错，大家自然
就不走了。”

各院团也尽量为青年演员创造各种学
习机会。“这次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我们
剧院来了大批演员，想通过这样的机会让大
家真正领略北方片地方剧种的魅力。”云南
省滇剧院党总支书记、院长王润梅说。

“除了演员之外，也要重视舞台背后作
曲、编剧、舞美等其他门类人才的培养。”焦
黎呼吁，要提供更多机会和舞台，让他们边
练边学，尽早通过跟剧组或是创作实践来提
高技能，更快成长。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
通讯员赵丽苹）日前，笔者从河
北省非遗保护中心获悉，“五
一”期间，“这么近，那么美，周
末到河北”“京畿福地 乐享河
北”等品牌宣传效应持续凸显，
全省文化旅游直线升温，旅客
潮回归强势。其中，“非遗+旅
游”“非遗+体育”不断“上新”，
全省特色非遗项目以展演、体
验、游学等多种形式植入吃、
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环节，
让游客在旅途中共享非遗魅
力。同时，在旅游中进一步提
升非遗的可见度、影响力，促进
非遗的广泛传播和合理利用。

非遗进景区，丰富旅游业
态和游客体验，提升旅游文化
品质。“五一”期间，正定古城每
天举办夜巡游活动，常山战鼓、
舞龙等正定非遗表演引领巡游
队伍，为古城旅游增添了魅
力。邢台市 2023 年“太行泉
城·美丽邢台”美食周在信都区
邢襄古镇举办，特色小吃、非遗
美味、网红美食、非遗展演汇聚
于此，为游客带来丰富体验。
沧州市“新华味道·文化市集”
在鼓楼文化广场举行，涵盖非
遗展示、汉服体验、地域特产、
文创精品、网红美食等多种业
态。定州在文庙、贡院、宋街、
博物馆、开元寺塔等景区举办
祭孔大典、汉服体验、武术展
演、秧歌戏展演等活动，受到游
客青睐。邯郸武安傩戏走进京
娘湖、十六沟景区举办 8 场演
出，为广大市民和游客送上别
具特色的戏曲文化大餐。承德
兴隆的省级非遗项目铁板大鼓
走进江西省上饶市望仙谷景
区，每天演出4场，既传播了河
北特色文化，也带来了经济
效益。

非遗成“主角”，为旅游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五一”
前后，沧州市在青县清州镇司
马庄村举办了“四季村晚”启动
仪式暨“大地欢歌”乡村文化年
开幕活动。本次活动以“非遗
进景区·乡约司马庄”为主题，组织非遗展示展演走进司
马庄村蔬菜观光园，激发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活力。

“五一”期间，为期6天的第五届中国廊坊·第什里风筝节
在廊坊举办，通过举办全国风筝邀请赛、风筝放飞表演、

“筝爱”全民健身风筝普及推广制作、民俗演出、非遗展
演、乐享人气美食等活动，全面展示推介以风筝文化和观
光体育、休闲度假为主题的安次文化旅游资源，促进体育
与文化、旅游、健康等产业的深度融合。香河县举办京津
冀中幡交流大会，来自京津冀的10支中幡队伍轮番表演
绝活，让游客领略到非遗独特的艺术魅力。邯郸广平在
赵王印象城举办非遗展，现场展示了30多个非遗项目的
100多种特色产品，受到游客的喜爱。河北博物院“乐享
河北”非遗会客厅、吴桥杂技大世界、武强年画博物馆、廊
坊非遗展馆、衡水内画博物馆等分布在全省各地的非遗
传承体验馆、展馆也成为热门打卡地。

“非遗+体育”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4 月 30 日，
保定首个城市全马赛事——2023 保定马拉松火热开
跑。与马拉松同步进行的还有精彩纷呈的“跟着保马
去旅行”文旅惠民活动，徐水舞狮、保定铁球、花鼓落
子、杨氏太极拳等非遗表演和非遗产品展销在赛道沿
线开展，使激烈的赛事呈现浓浓的文化韵味。4 月 30
日，邢台临西举办 2023中国·临西第四届潭（弹）腿武术
精英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多个代表队，共 400
余名传承人参赛，对于传承中华武术精神，推动全民健
身事业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河北日报讯（记者史晓多）“灵台无计逃
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5月 8日晚，由衡水市
评剧团创排的现代评剧《台城星火》在石家
庄人民会堂上演。质感十足、端庄大气的舞
台呈现，淋漓尽致的表演，质朴感人的唱腔，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红色文化主题视听盛宴。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在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村落诞生，当年镌刻在
大平原上的革命印迹，今天展现在舞台上。

《台城星火》讲述了革命前辈弓仲韬历经重重
磨难，在安平点燃革命星火、发展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艰辛历程，讴歌了共产党人为革命赴
汤蹈火、义无反顾的精神境界和崇高信仰。

“《台城星火》是建党百年前夕，衡水市评
剧团举全团之力，历经三年创作推出的一部
精品力作。”衡水市评剧团团长晏志强介绍，该
剧从“文化启蒙”切入，“唤醒”穷苦农民勇敢地
站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斗争。同时，以
鲁迅的《自题小像》为情感符号，在序幕和尾声
两次吟唱，前后呼应，用一种诗意情调表达了
革命先驱热爱祖国、勇于奉献的家国情怀。

弓家宅院、平民夜校、夏日麦田……舞美
呈现方面，《台城星火》做出了实中有虚、虚中

见实的设计，在制景、造型和氛围营造等方面
均进行了较大革新。比如弓家的深宅院墙、
屋顶都做了处理，恰到好处的灯光，增强了舞
台透视效果和纵深感，带给观众一种质感贴
切、简洁利落的观赏体验。

“舞台上的弓仲韬性格毫不张扬却充满
力量，他的思考、他的心痛、他的纠结，每一个
细节都力争让观众有最真实的感受。”衡水市
评剧团演员、弓仲韬扮演者杨文娜的表演风
格沉稳大气，情感表达收放自如，唱念做表俱
佳。为了诠释好弓仲韬的形象，杨文娜每次
登台演出前，总会将自己关在屋子里，默念台

词，全身心投入，努力将一个内心燃烧着共产
主义熊熊烈火的有志青年塑造得更为真实。

再现百年党史波澜壮阔，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作为一部启迪人生
思考、饱含艺术温度、充满革命情怀的戏剧作
品，《台城星火》以舞台艺术的形式让观众了
解党史、接受教育。“今天演出非常精彩，通过
这部剧，我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创建的背景和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
也被革命先辈热爱祖国、勇于奉献的家国情
怀所感动。”看完演出后，市民赵英激动地说。

据介绍，《台城星火》是河北省委宣传部、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确定的重点文艺精品扶
持项目、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资助项目，先后演
出近百场。该剧先后荣获第 36 届田汉戏剧
奖剧本奖、第十四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4月26日，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在石家庄大剧院拉开帷幕。图为演出现场。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5月 6日，在承德市双桥区石洞子沟小学，学生们在
大课间练习太平鼓。承德市双桥区组织开展“阳光大课
间”进校园活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舞狮、太平鼓等融入
学校素质教育实践中，传承非遗文化，帮助学生们增强
体质。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环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