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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 （以下简称“开发银行”）

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

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

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

“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紧紧围绕服

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发挥中长期

投融资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筹集、引导和配

置社会资金，致力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现代开

发性金融机构，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

自2006年9月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会

各界的资产安全监督举报以来，取得了较好效

果。为进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

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

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

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及组织。包括

开发银行 （含控股子公司） 各类资产项目及客

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

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 利用虚假的信息或材料骗取开发银

行资金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

假的客户信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

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 开发银行客户违反合同约定的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约

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侵占、私分和

转移，或造成开发银行重大损失，或存在其他

违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 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

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避和悬空债

务，以及其他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 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抵质押物

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

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通过办理虚假登

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支持贷款项目提供虚假

担保，以及恶意转移抵质押物等行为。

（五） 其他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

信、来访、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随时向开

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提供具体的事

实、依据或可查线索，并对举报内容的真实

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

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承担法律责

任。提倡实名举报 （提供个人或单位真实身份

信息及有效联系方式的，视作实名举报），开

发银行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举报人

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举报人请勿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

门内大街 18 号国家开发银行审计举报办公室

（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E-Mail：jubao＠cdb.cn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 B 座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

纪 委 办 公 室 （审 计 举 报 办 公 室）（邮 编 ：

050000）

电话：0311-89861147

E-Mail：jubao.hb＠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

容已在开发银行官网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

2023年10月10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
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

公 告

9 月 27 日，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团长
刘如夺穿梭在丝弦剧院内，忙着安排即
将举办的点亮“北方戏窝子”2023 年第
五届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
演。聊起剧种的发展，刘如夺说：“丝弦
人用尽心思就是想让这个古老的剧种有
朝气。”

剧团里的年轻人挑大梁

齐卫锋、张杰、康佳乐、李端阳是石
家庄市丝弦剧团的青年演员，2021年团
里复排《宗泽与岳飞》时，四人成为主
角。齐卫锋、康佳乐饰演宗泽，张杰、李
端阳饰演岳飞。

“《宗泽与岳飞》文武带打、唱做并重，
是丝弦老艺术家张鹤林的代表剧目，也是
石家庄丝弦的一张名片。”刘如夺说，为了
锻炼青年演员，团里为这部戏配备了两套
演员阵容，让青年演员上台挑大梁。

今年7月底，剧团携经典剧目《宗泽
与岳飞》到广州交流演出，舞台上的青春
面孔赢得了观众的掌声，而青年演员们
也在演出实践中摸索着不断成长起来。

“多演出是戏曲演员成才的必经之
路。青年演员尽快成长，老剧种才更有
朝气。”刘如夺说。

“作为青年演员，有机会在全国舞台
上演出，既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也让自
己有了目标和动力。”从进入石家庄市艺
术学校丝弦班学习，到登上广州的舞台，
这样的经历对齐卫锋而言是一生的财富。

近年来，剧团努力为青年戏曲演员
提供展示的舞台，展现新一代丝弦演员
的精神面貌和精湛技艺，助力丝弦的保
护与传承。刘如夺说，接下来的演出中，
剧团还将继续大胆启用一批青年演员
挑大梁，形成多套演出阵容。

校团“牵手”定向培养新苗子

10 月 9 日清晨，石家庄市艺术学校
丝弦班的学生们开始练早功。热身、练
毯子功、喊嗓……在指导老师陪伴下，
学生们认真地练习着。

“这个班是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与石
家庄市丝弦剧团联合招生的丝弦定向
委培班，共有40名学生。”石家庄市艺术
学校戏曲科科长吕维刚介绍，这一届学
生2021年入学，学制6年。

首届丝弦定向委培班开设于 2006
年。那一年，石家庄丝弦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由政府出
资、石家庄市艺术学校与石家庄市丝弦
剧团联合招生，开办丝弦定向委培班，为
丝弦剧种培养后备力量。

“齐卫锋、康佳乐都是从石家庄市艺
术学校丝弦定向委培班毕业后进入剧团
工作的，现在已经逐渐成为团里的‘台柱
子’。”刘如夺说。

师兄、师姐们在舞台上的成长激励
着学生们。今年 15 岁的郭博岩 2021 年
小学毕业时，选择进入石家庄市艺术学
校丝弦定向委培班学习。“我从小喜欢戏
曲，小学时没接触过丝弦，一直学唱京
剧。”凭着对戏曲的热爱，他走进丝弦的
世界。从零起步，经过两年的学习，郭博
岩说现在算是“入门”了。

张宝英是石家庄丝弦剧团一级演
员，2021年她受剧团委托来到石家庄市
艺术学校，负责培养这一届丝弦班的学
生。从“一张白纸”教起，让他们担起丝
弦传承的重任并不是件容易事。“唱腔、
念白都是一个音一个音、一个字一个字
地教，还得观察他们更适合往哪个行当
发展。”现在，张宝英负责带 4 名青衣行

当学生的专业课。
在丝弦班学习的孩子们，前两年不

分行当，统一上基础课。之后根据各自
不同特点选择生旦净末丑等行当，再继
续学习4年。

“定向委培班按照定向培养学员、为
我所用的原则，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和
戏曲表演、戏曲演奏艺术的传授，培养德
艺双馨的艺术人才。”石家庄市艺术学校
党委书记吴合利介绍，学生毕业后经专
家评委考试合格，以择优录取的原则，招
录到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工作。在吴合利
心里，这个班的意义在于培养和传承丝
弦艺术后续人才，让这一古老的戏曲剧
种得以延续和弘扬。

剧院里开起丝弦艺术陈列馆

“丝弦”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老艺
术家的蟒袍玉带长啥样？一代代丝弦人
如何追梦？在4月12日开馆的石家庄丝
弦艺术陈列馆里，这些问题都能找到
答案。

走进丝弦剧院大厅，也就到了石家

庄丝弦艺术陈列馆。陈列馆的一楼其实
是丝弦剧院的入场大厅以及通往后台的
走廊，二楼陈列室则以实物展品为主。
剧院与艺术陈列馆的交融式设计，给参
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感。

在一楼，名人题词、老照片、石家庄
市丝弦剧团首任团长刘魁显铜像……展
示着丝弦的发展历程和荣光；在二楼
200 多平方米的空间俨然是一座有“腔
调”的小型博物馆，容纳着丝弦剧种的旧
日时光。漫步展厅，丝弦最初的主奏乐
器大三弦、小三弦、琵琶，《杨家将》《封神
演义》等连台剧本……一件件有着年代
感的老物件排列整齐有序，散发出历史
的韵味。

“这里每件展品都有故事。”在一件
金线刺绣的乳白色大靠前，刘如夺介绍，
这是丝弦名家王永春的旧物。“它也是剧
团的传家宝，王永春先生曾在演出《八郎
刺银宗》时穿过。衣服上刺绣所使用的
丝线中含金量达 20%，整件戏服有二三
十斤重。”在刘如夺眼里，每一件精美的
戏衣，都在诉说着戏曲人的故事。

在陈列着大三弦、小三弦和两把琵
琶的展柜前，刘如夺驻足介绍：“这四件
曾是丝弦诞生初期的主奏乐器，用石家
庄方言叫‘四件’，时间久了，慢慢就叫成
了它的谐音‘丝弦’。”

从一张张当年的演出门票，到一件
件有故事的演出服、伴奏乐器，众多展
品展现了一代代丝弦人对戏曲艺术的
坚守和追求，也让参观者对丝弦的历史
有了直观了解。刘如夺说，建设这个陈
列馆的目的就是让参观者感受到丝弦
艺术的厚重历史，让大家能够立体地了
解丝弦艺术。

坚持“两创”河北非遗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

省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简称“两
创”），非遗焕发新生机，在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即日起，本报与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联合推出“坚持‘两创’河北非遗实践”系列报道，深入挖掘我省丰厚非
遗资源，对非遗项目保护传承、非遗旅游融合发展、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等
方面的优秀实践案例进行走访报道。

——编 者

石家庄丝弦：青春面孔成了“台柱子”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9月27日，石家
庄市丝弦剧团团长刘
如夺在石家庄丝弦艺
术陈列馆里讲述着展
品背后的故事。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摄扫码看视频

“传统文化活在我们的人民、我
们的乡土、我们的生活方式与集体
无意识之中……表现在我们的日常
生活当中，表现在各种俚语、成语与
地方戏曲、曲艺的唱词当中。”9 月
14日，在2023北京文化论坛主论坛
演讲中，作家王蒙表示，传统文化其
实已融入我们的灵魂、思想和日常
生活之中。

“文化有内在的稳定性与持久
性，又有随时调整消长的灵活性与
应用性。为什么饱经忧患的中华文
明能够绵延不断？这说明中华文明
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她的愚公移山、
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卧薪尝胆的
奋斗精神，她的实事求是以及自我
调节的应变能力与智慧，都是无与
伦比的。”谈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王蒙说。

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与包容
性。王蒙认为，这种创新性与包容
性是对连续性的一种保障，是“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是改革开放的
动力。创新性离不开中华泱泱大国
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离不开传统文
化的实践性和经世致用性。

谈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王蒙
认为，统一性表明中华传统文化的
整体性与凝聚力。文化、文明的统
一包含了权力治理与道德文化的统
一，以及各地域、各民族的多元一体
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统一，乃至天
地、大道、人伦与自然的统一。

“和平性是构建现代中华文明
的主题。我们的传统是‘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今，我们
提出合作共赢主张，这可以追溯到
古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文化传
统，以及当代所提倡的‘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文化思想。”王蒙说。

王蒙表示，面对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明，我们需要增强文化自信，不
断学习、传承、创新；需要激活经典
与理论，优化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
努力联系当下、联系实际，选择最容
易被人理解、被当下接受的方式。
学习传统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是为了更好地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因此，一方面要强调传
统文化的根基与渊源，一方面要强
调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作家要坚守人民立场，做人民
的学生；坚守艺术理想，勇攀新时代
文学高峰。”9 月 28 日，省作协主席
关仁山做客省书博会“书博讲堂”，
与现场作家和读者分享了他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文学创作
的感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
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
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
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
术。文学永远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关仁山说，作家应该深入挖掘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将其融入文学作品，赓续中华文脉。

“文学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更深
刻地理解社会和人生。文学可以抚
慰人的心灵，满足人类灵魂的内在
要求。文学还通过作品中所塑造的
人物形象，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关仁山表示，作家应
该注重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结
合，通过创新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
的精神内涵，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
会相互交融，向读者传递正能量，引
导社会新风尚。

“文学只有反映时代精神、映照
现实生活，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引起
读者的共鸣。”多年来，关仁山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

“三农”作为创作重点，以强烈的现
实主义精神，倾力描写农业农村农
民的新变化。

“作家要在生活中深造，做到脚
下有泥土、心中有真情。”关仁山分

享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他认为，作
家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打捞鲜活
素材。在创作时故事可以虚构，但
是人的感情、生命体验不能虚构。
所以作家要到生活中去，倾听百姓
的声音，关心他们的幸福。

谈到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关仁
山说：“作家在每个时期都以作品
展现时代，对生活有着更全面、更
深刻的把握。创作仅仅依靠作家的
想象力是不够的，在复杂多变的现
实生活面前，想象力永远是渺小
的。广阔的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劳
动者组成的，他们的生活平凡又伟
大。只有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
肩头有责任，才能做到笔下有乾
坤，创作出属于新时代的大气磅礴
的精品力作。”

省作协主席关仁山：

坚守人民立场 赓续中华文脉
河北日报记者 肖 煜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北京画家刘
艺的这幅《城市的脚步》，画的是匆匆行走
在城市街道上的人们。作为一名上班
族，作者每天都在观察这些人，从中感受
到城市平稳有序的脉搏、紧跟时代的节
奏，以及城市普通人每日创造、求新求变
的脚步……”

10月4日，随着女主播上线，2023“环

渤海风采”第七届京津冀鲁辽油画作品邀
请展线上启动。此次展览由天津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天津
市群众艺术馆数字馆等网络平台同步
开播。

“这一幅是天津画家尚书辉的作品
《时代工厂》，巨大的车间、密布的电缆、整
齐排列的机床，几名蓝领工人正在机床前

认真地操作着。如今像这样的工厂已经
在美丽的渤海之滨遍地开花。”

河北画家王玉千的《雄安的朝阳》、山
东画家陈国力的《荡漾的渔舟》、辽宁画家
王 芳 的《乐 享 幸 福 生 活 —— 街 角 一
隅》……女主播移步换景间，网友们不但
能欣赏到油画佳作，还能在详细的讲解中
了解作者创作背后的故事。

船行运河上，两岸绿意盎然。这是河
北画家王春华创作的油画作品《运河情》
所描绘的场景。“乘船而来，一路山环水
抱，如诗如画。”女主播也陶醉于画中美
景。“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也是重要的旅
游线路，如果在节假日惬意地泡上一壶香
茶，于悠悠篷艇之上畅游燕赵，真是美景
胜江南。正是基于对历史的感怀、对文化
的尊崇、对运河两岸风景的欣赏，我创作
了这幅作品。”谈及《运河情》的创作初衷，
王春华说。

网络直播平台上，网友们跟随主播
的脚步，细细感受京津冀鲁辽五省市精
品 油 画 佳 作 的 艺 术 魅 力 ， 共 享 艺 术
盛宴。

跟着主播逛画展
第七届京津冀鲁辽油画作品邀请展线上启动

著名作家王蒙：

传统文化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9 月 14 日，著名作家王蒙参加
2023北京文化论坛主论坛演讲。

2023北京文化论坛新闻中心供图

9月28日，省作协主席关仁山做
客省书博会“书博讲堂”，分享对传统
文化和文学创作的感悟。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