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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推荐三部图书入选
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读物新“梅”初绽 香远益清

——郝士超“摘梅”记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刘 萍

2023年全省文化馆
服务宣传周活动启动

公 告
河北大学胡亚宣、张彬、刘长青因长期未到学校工作，形成旷

工事实，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关于启用新版河北省事
业单位聘用合同的通知》（冀人社字﹝2015﹞90号）、《河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28号令有关
事宜的函》等文件规定，决定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与其解除人事关
系，特此公告。如有异议，请于60日内与我校联系或向人事劳动相
关部门提出按法律程序办理。如未提出异议，将其人事档案移交
至户口所在地的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河北大学
2023年5月23日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 通
讯员刘珂辛）5月21日晚，由河北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省群
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承办的2023年全省
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
暨“放飞冀艺”——全省优秀群众
文艺作品汇演在石家庄举行。精
彩的文艺演出、特色鲜明的非遗
体验活动拉开了全省文化馆服务
宣传周活动的序幕。

2023 年全省文化馆服务宣
传周活动主题为“新时代的文化
馆：开放·融合·创新”。5月22日
至 28 日，全省 179 个文化馆将协
同联动开展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服务和宣传活动，凝聚行业
力量，塑造新时代文化馆行业形
象，提升行业公众知晓度、参与度
和美誉度。活动期间，每个文化
馆将至少组织举办一场惠民演
出、一场专题展览、一系列讲座、
一批文艺培训，创新开展经典诵
读、创客空间、手工艺作坊等公益
文化活动。希望更多群众通过此
次活动真切感知文化馆的精彩，
走进文化馆，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启动仪式后，河北省群艺馆
（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与各市群
艺馆、文化馆联袂为观众献上了
一场地域特色鲜明的全省优秀群
众文艺作品汇演。来自全省各地
的 150 余位演员、志愿者和文艺
爱好者同台献艺，带来民乐演奏、

相声、舞蹈、京评梆联唱、快板等
16 个精彩节目。民乐新奏《冀·
动》、干磕《金笊篱》、冀东民歌《闹
花灯》、唢呐合奏《情满骊城》等节
目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展现了
独特的艺术魅力，引发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相声《学无止境》、歌
曲《多彩河北》《再看雄安》、京评
梆联唱《天女散花》选段、评剧《花
为媒》选段、河北梆子《李保国》选
段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一次次
将演出推向高潮。本次活动还通
过国家公共文化云、河北公共文
化云、河北新闻网等网络平台同
步直播。截至活动结束，累计播
放量达135万次。

演出期间，河北省群艺馆（河
北省非遗保护中心）在一楼大厅
同步开展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
体验活动，邀请藁城吹糖技艺、易
县结绳技艺、威县土布纺织技艺
等 11 个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
项目传承人进行展示、展销、互动
体验活动。

接下来，全省将举办近千场
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活动。其
中，河北省群艺馆将组织开展“放
飞冀艺”系列优秀群众文艺演出、
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展览、公益讲
座等 30 余场群众文化活动。广
大群众可关注“河北省群众艺术
馆”微信公众号，通过公众号预约
观看演出、参观展览、参加培训，
共享艺术盛宴。

河北日报讯（记者肖煜）近
日，在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
心、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第六
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
交流活动中，河北省委组织部
推荐的《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习近平正定足迹》《品读西柏坡》

《政德新篇：领导干部为政之镜》
入选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读
物，河北省委组织部获评优秀组
织单位。

《让 群 众 过 上 好 日 子 ——
习近平正定足迹》由人民出版社、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心
系民生、实干实政、改革创新、扩大
开放、重视人才、加强党建、严以
律己等方面，生动展现了习近平
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期间的思考
实践、从政风范与人格魅力，为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在新
时代伟大实践中更好担当作为提
供了鲜活样本和学习典范。

《品读西柏坡》由我省学者孙
万勇创作，学习出版社出版。该
书着眼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
年奋斗史，以丰富生动的史料揭

示西柏坡里程碑式的地位和贡
献，深层次思考西柏坡时期重大
转折历程、破旧立新的历史性创
举，从中品读西柏坡精神产生的
重大历史意义和深刻思想内涵。

《政德新篇：领导干部为政
之镜》由刘占英、赵爱民编著，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
的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
的“七种能力”，从古代典籍中择
录有为政借鉴意义的智慧典例
266 则，从六个方面对党员领导
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修养等进行
了实例典证。

据悉，此次展示交流活动从
全国范围选送的696种1000册图
书中评选出21种精品通用教材、
16种精品特色教材，并结合教材
评审，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推荐了 92 种党员教育培训优秀
读物。为方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的教育培训，主办方结合教
材评审，将获奖教材电子版上传
共产党员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
馆，供广大党员在线学习。

5 月 21 日晚，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颁奖晚会在广州举行，河北省河北梆子
剧院优秀青年武生、国家一级演员郝士
超，凭借《郝士超折子戏专场》以票数排名
第一的好成绩喜摘梅花奖。这是时隔七
年后，中国戏剧梅花奖再次花落河北，郝
士超也成为河北省第 34 朵“梅花”、河北
梆子剧院第9位梅花奖演员。

8岁开始学习戏曲的郝士超，从艺三
十年，此次冲击梅花奖喜摘桂冠，离不开
他多年台上台下的精心钻研和辛苦付
出。郝士超主工武生，但戏路宽绰，文武
兼备，扮相英武，嗓音明亮，长靠、箭衣、短
打兼擅，曾先后就读于河北省艺术学校

（现为河北艺术职业学院）、中国戏曲学
院。从艺多年，郝士超曾获河北省河北梆
子优秀剧目展演优秀表演奖、第三届中国
戏剧奖·优秀剧目奖河北省选拔赛表演一
等奖、首届京津冀河北梆子青年演员电视
大赛金奖等诸多荣誉。

此次梅花奖终评演出《郝士超折子戏
专场》包括昆曲《林冲夜奔》、河北梆子《野
猪林·白虎堂》《瓦桥关·血战瓦桥》三出剧
目。演出当晚，在广东艺术剧院的舞台
上，郝士超以英武的扮相和精湛的表演水
准，赢得全场观众的掌声叫好声。

戏曲界有句俗语叫“男怕《夜奔》，女
怕《思凡》”，这两场折子戏都是依靠演员
在舞台上进行独自表演来塑造、呈现人
物。“《林冲夜奔》这出戏，一个人在舞台上
要表演 30 分钟，没有布景，没有舞美，没
有配演，还要满宫满调，又唱又舞，这对演
员的精力、耐力和综合素质等各方面，都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凡有一丁点松懈

都会被观众看在眼里。”回想起终评当晚
的演出，郝士超依旧历历在目，“当时上台
以后，我就感觉现场的观众很热情，然后
我越演越放松，这种状态传达给现场观
众，他们看得也越来越舒服。”整场终评演
出在演员和观众互相刺激、互相促进、互
相影响的融洽氛围里，最终呈现出的效果
非常好，“《郝士超折子戏专场》我之前也
演过，但那晚的演出我感觉是发挥最好的
一场，观众的回应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鼓
励，他们的热情也在激励着我。”

出生于1985年的郝士超，今年38岁，
在他看来，在这样的年纪遇到杨六郎，是
一种幸运，也带有一点期待。郝士超回忆
当初看到新编历史剧河北梆子《瓦桥关》
的剧本时就心中一动，“剧中的杨延昭也
是 30 多岁，是武艺高超一心报国的热血
男儿。他的几起几伏，让我想起了自己的
戏曲之路，我感觉自己和他是相通的。”

《瓦桥关》中杨六郎的文戏和武戏都极重，
这对演员同样是很大的挑战，“常有人说
我文武兼备，这个词对我来说分量很重，
我一直感觉自己的武戏还是可以的，但文
戏相对弱些。真正把戏唱好，唱出人物内
心，唱到观众都说好，我觉得自己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郝士超折子戏专场》这三出剧目，把
郝士超三十年来所学技艺尽融其中。他
说：“折子戏对一个演员来说是很大的挑
战，我想通过这三出不同的剧目、不同的
人物、不同的扮相，把这些年自己所学到
的东西，更多地展示出来，挑战一下，看看
自己到底行不行。”终评演出，郝士超以良
好的心态、完美的状态把这台折子戏奉献

给了广州观众，无愧于从“北方戏窝子”走
出的武生。

曾有业内专家评价郝士超，在完成大
量高难度武功技巧的同时，依旧能气不
喘、神不散地倾情演唱，从河北梆子唱腔
到昆曲唱腔，唱出了人物的刚毅性格、人
物激烈的内心世界。回望三十年从艺路，
郝士超说很幸运自己选择了河北梆子，并
坚持下来，“河北梆子是我在舞台上安身
立命之本，也是我喜怒哀乐的源泉”。

郝士超多年的戏曲生涯中，师承过张
振荣、李金鹏、孟繁英、杨少春、马玉璋、徐
小刚、董志华、江长春、董和平、徐宝忠、刘
立伟等名师，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精湛
的技艺；2022 年又被河北梆子名家吴桂
云收入门下。其实，早在2018年，吴桂云
便与郝士超搭档演出河北梆子经典剧目

《钟馗》，在剧中共同饰演钟馗，郝士超主
要负责钟馗的武戏部分，“我从吴桂云老
师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在唱功上，我
原本偏重于武戏，但是吴老师告诉我说如
果未来想做一个好演员，真正达到文武并
重的状态，文戏是一定要补上来的。”

在郝士超参加梅花奖终评演出期间，
正值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
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在石家庄举行，5 月 9
日晚梅花奖终评演出结束后，郝士超马不
停蹄从广州赶回石家庄参加 5月 12日全
国戏曲（北方片）会演闭幕演出——河北
梆子经典剧目《宝莲灯》，与同属河北省河
北梆子剧院的师妹于静共同饰演剧中的
沉香。“沉香”这个角色，其实对郝士超而
言还有着一层特殊意义，15 岁那年刚从
学校毕业的郝士超工作还没着落，省河北

梆子剧院曾邀他演出《宝莲灯》。“《宝莲
灯》里扮演沉香的武生演员需要全方位展
现唱、念、做、打、舞，还需要以‘拧旋子’的
形式表现沉香跨越山谷的艰辛，旋子拧得
数量越多说明演员功底越好。”回忆起当
年的情形，郝士超依然记得很清楚，“那时
我年纪还比较小，达不到演出的要求，为
了呈现出更好的舞台效果，我每天在练完
基本功之后还要练习‘拧旋子’，第一天要
求是 70个，第二天是 100个，等到第三天
就将近120个……练到最后，双腿都迈不
动步，当时差点就想放弃了。”心底的那份
热爱和心里不服输的那股劲儿让郝士超
坚持了下来，也正是沉香这个角色让他在
戏曲的道路上坚持走到了现在。

“《宝莲灯》自 1960 年首演，演到现
在，我们已经是第三代沉香了。”郝士超
对沉香这个角色的喜爱不言而喻，但是
喜爱之外还有着一丝担忧，“沉香是由武
生担任的，但现在除了我和师妹于静，再
下一代的沉香目前还没有。”在郝士超看
来，河北梆子武生行当的人才稀缺。如
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河北艺术职业
学院和保定艺术学校已经着手进行武生
人才培养。“武生这个行当综合性很强，
我希望未来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去寻找
好的武生苗子，为下一代沉香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郝士超说。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能拿到梅花奖这
样一个中国戏剧界最高奖项，我感到非常
荣幸和自豪。但是梅花奖并不是终点，而
是一个新的起点。”郝士超表示，将以此次
获奖为契机承担起更多责任，为打造河北

“北方戏窝子”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刘守信人民警察证丢失，
警号：059891，特此声明。

▲王荣生人民警察证丢失，
警号：054254，特此声明。

▲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2023届市场营销专业本科
毕业生卢珊珊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2300220，声明作废。

▲河北中医学院 2021 级中
西医临床医学专业一班学生史
浩 培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2101103068，声明作废。

▲河北中医学院 2021 级中
医儿科学专业学生马博文学生
证丢失，学号：2101117042，声明
作废。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2018届临床医学专业专科毕
业生周亚鹏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 ：134011201806002179，声 明
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 2020 级临床医学（5+3）一体

化专业学生吴博学生证丢失，学
号：20010010088，声明作废。

▲董永强税务检查证丢失，
证号：1306190085，声明作废。

▲初会华居民身份证丢失，
身份证号：222302196610090947，
特此声明。

▲河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
院 2020级中医学全科医学实验
班学生刘妍凝学生证丢失，学
号：2001100274，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
院 2020级儿科学专业学生冯泰
龙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20011270050，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20 级临
床医学专业学生程宇翔学生证
丢失，学号：20011010514，声明
作废。

▲河北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
学院 2018级中西医临床医学专
业一班学生贾鑫涵学生证丢失，
学号：1801103028，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医学影像
学院 2021级医学影像学专业医
学影像班学生张畅学生证丢失，
学号：21011070076，声明作废。

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郝士超：

真正把戏唱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5月21日晚，第九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广州揭
晓并举行颁奖典礼。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郝士超（右）喜摘“梅花”。图
为郝士超发表获奖感言。 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供图

5 月 21 日傍晚，五岭之南、珠江之滨
的广州华灯初上。灯光璀璨的广州大剧
院，远远望去仿若珠江畔的两块砾石，熠
熠夺目。当晚，这里吸引着中国戏剧界的
目光，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第九
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第31届中国
戏剧梅花奖）在这里揭晓并举行颁奖典
礼。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优秀青年演员
郝士超以总得票数第一的成绩喜摘“梅
花”，为河北戏剧史再次书写下熠熠生辉
的一页。

埋首耕耘30载

静待梅香苦寒来

双手捧起中国戏剧梅花奖奖牌时，激
动、兴奋、感恩……各种复杂的情绪纷纷
涌上郝士超的心头。“梅花香自苦寒来”，
郝士超摘得“梅花”的历程，正是一位戏剧
表演艺术家30年执着追求、历经艰辛、不
断创新的过程。

“作为武生演员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很开心、很荣幸。这次获奖对于我来说既
是一个荣誉，又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将
会在未来戏曲的道路上一直坚守下去，为
观众朋友们奉献更多更好的精彩演出，为
传承河北梆子艺术、打造河北‘北方戏窝
子’贡献力量。”郝士超的获奖感言情真
意切。

“没想到评委们会对我这么认可，没
想到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走下颁奖
台，郝士超接受记者采访时连说两次“没
想到”。

埋首耕耘30载，静待梅香苦寒来。
5 月 21 日晚，“梅花”再次绽放，古老

的河北梆子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郝士超
也终于圆梦戏曲舞台。作为中国戏剧表
演艺术最高奖项，中国戏剧梅花奖每两年
评选一次，时隔七年，郝士超获奖为河北
戏曲艺苑再次添得一枝新梅。

这是一段艰苦的追梦之旅，这更是一
段永恒的荣耀记忆。

“梅花奖”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梦
想。郝士超的追梦路，是“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实打实的硬功夫，更是无数个
日夜的寂寞坚守和过尽千帆后的初心
不改。

5 月 7 日，郝士超和河北省河北梆子
剧院的演职人员到达广州后，马不停蹄赶
往广东艺术剧院，8 日凌晨开始有序卸
车、装台。从舞台布置到灯光切换，从主
持人到戏的衔接等环节逐一进行周密严
谨地排练。

夺“梅”之战，大幕开启。5月9日晚，
作为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终评剧目，
河北梆子《郝士超折子戏专场》在广东艺
术剧院上演。这是近十年来，河北梆子传
统剧目第二次与广州观众见面。

不少广州观众还记得2013年6月，广
东粤剧院与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在广州

友谊剧院联合演出经典剧目《宝莲灯》。
那场大戏中，28 岁的郝士超扮演的沉香
在台上连翻 20 个空翻，引发经久不息的
掌声。10 年后，已经成长为河北梆子当
家武生的郝士超，再次站上广州舞台，为

“摘梅”而来。

挑战昆梆“双下锅”

羊城竞技满堂彩

5月9日上演的《郝士超折子戏专场》
包括昆曲《林冲夜奔》、河北梆子《野猪林·
白虎堂》《瓦桥关·血战瓦桥》。演出前参
加媒体见面会时，郝士超表示，自己30年
来所学技艺全部融汇展示在这三折戏里。

河北梆子与昆曲“双下锅”，挑战巨
大。上场之前郝士超有一丝担心：广东的
观众能接受河北梆子高亢激昂的唱腔吗？

同样为演出效果捏着一把汗的，还
有到现场观看竞演的郝士超的三位恩
师——河北梆子老一辈艺术家、河北省
河北梆子剧院第一代武生孟繁英，河北艺
术职业学院教授、京剧文武老生徐宝忠，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桂云。

三位老师知道，此次演出前不久，郝
士超有很长一段时间生病发高烧。直到
正式演出前一天走台时，他们还在担心郝
士超大病初愈，身体能不能吃得消两个多
小时的武戏演出，尤其是开场的传统昆曲

《林冲夜奔》，戏中唱腔、念白、做工、武打
一个不少，且相互穿插，极其考验演员的
基本功。昆曲界有句行话：“男怕《夜奔》，
女怕《思凡》。”说的就是《林冲夜奔》这段
戏，从头到尾一个人在舞台上连演带唱
30 多分钟，对演员的唱功、做功要求很
高，既要动作漂亮，又要唱出英雄末路的
悲壮，难度很大。

“啊哈——”舞台上，未见其人，先闻
其声。郝士超高亢洪亮的嗓音在剧场内
响起的那一刻，台下爆发出热烈的叫好声
和掌声；一个跑场上台，又是一阵叫好；站
定亮相，叫好声再起。短短几秒钟的演出
就博得全场三次叫好。台上，郝士超的心
一下子稳住了；台下，三位老师的心也
定了。

“此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字正
腔圆余音绕梁，举手弹腿击节有声，文武
互补相映生辉，郝士超完美演绎出武生必
修剧目昆曲《林冲夜奔》。

接下来，一折河北梆子《野猪林·白
虎堂》再次为现场观众带来惊艳的表
演。戏中白虎堂上的大段念白感情充
沛、徐疾有致、强弱相间，甩发功、滚堂绞
柱、群荡子……翻滚扑跌、边唱边做，让
人瞬间体会到林冲有口难言、有理难辩的
处境。

最后一折河北梆子《瓦桥关·血战瓦
桥》中，锤枪出手、大枪花等“绝活儿”更能
展示武生对技术技巧的运用。同时，戏中
演员众多，技艺复杂，有多次高难度组合
对打场面，在配合衬托主角的同时，每个
演员身上脚下都戏味十足，让观众看得异
常痛快。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台下掌声雷
动，叫好声不绝于耳。郝士超长出一口
气，此刻，他甚至感觉不到累，只觉得一身
轻松，意犹未尽。

“北方戏窝子”深厚涵养

34朵梅香飘燕赵

河北有着辉煌灿烂的戏曲文化，被称
为“北方戏窝子”。“梅花奖”以“香自苦寒
来”之意，鼓励中青年演员勤学苦练，攀登

艺术高峰。
郝士超一路磨炼、一路成长，从沉香

到赵云，从林冲到钟馗、杨六郎，终将“英
雄梦”带到“摘梅”的舞台上，将精彩深深
镌刻在评委和观众的心中。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著名剧作家陈涌泉观看演出后给予高度
评价：河北梆子很讲究，演出非常精彩。
本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委会主任、中国戏
剧“梅花大奖”获得者、著名评剧表演艺术
家冯玉萍用四个字总结郝士超榜首摘

“梅”——“实至名归”。“郝士超的唱、念、
做、打都是为戏曲中的人物服务。在他身
上，我看到了戏曲演员的守正创新。传统
戏中，他表现出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新编
历史剧中，他融入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
舞台上分寸的把握、节奏的处理恰到好
处，将人物‘立’在了舞台上。”冯玉萍说。

一场演出打动了评委，更赢得了观众
的心。

“没想到河北梆子这么好看！”“以后
有机会我要带着家人一起去河北看梆子
演出。”演出结束后，不少广州观众激动地
追到后台，跟郝士超合影留念。

“郝士超是当之无愧的大武生！这场
戏让我体验了梆子腔的高亢之美。”现场
观看郝士超的折子戏专场演出后，网友

“潮州阿肥”由衷地赞叹，第一次如此近距
离地接触河北梆子这一北方剧种，真真切
切地被拉进河北梆子的“戏窝子”里。

武戏演出考验的不仅仅是郝士超个
人的技能技巧，也是整个团队的协调配
合。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赵涛介绍，
选择折子戏组合是根据剧院文武并重、武
戏见长的艺术特色，针对郝士超个人艺术
特点精心策划的。三出折子戏集长靠武
生、短打武生、箭衣武生于一体，昆曲的载
歌载舞、梆子声腔的慷慨激昂、大段的贯
口念白都非常考验武生演员对“四功五
法”的掌握。排练期间，剧院邀请孟繁英、
徐宝忠、吴桂云以及一级导演、南派武生
翁国生等对剧目反复打磨。同时，剧院还
配强配优群体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
得者邱瑞德领衔，剧院的一众年轻演员、
保定艺术学校的小演员等个个都奉上了
精彩的演出。

戏曲艺苑春风浩荡，燕赵大地梅香阵
阵。截至目前，河北这个戏曲历史悠久、
艺术滋养丰厚的“北方戏窝子”共孕育出
34 朵“梅花”。其中刘秀荣、许荷英梅开
二度，裴艳玲梅开三度荣获“梅花大奖”。

河北戏曲界始终秉承“传帮带”可持
续发展理念，一代代“梅花奖”老演员为

“新梅花”的绽放默默奉献、甘为人梯，才
有了河北戏剧界 34 朵“梅花”次第开放、
争奇斗艳的美好图景，也才有了河北“北
方戏窝子”在当下的复兴与发展。期盼在
一代代戏曲艺术家们无私奉献中，凌寒盛
开的中国戏剧“梅花”精神，在燕赵大地盛
开不败、传承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