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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省全剧种会演看戏曲艺术传承之路

36盏灯，如何点亮北方戏窝子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融媒看点

梨园名家风范，怎样赓续继承？基层
院团携手，如何焕发青春？戏曲大省创新，
如何叫响品牌？11 月 17 日至 21 日，由河
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点亮北方戏窝子——河北省戏曲全剧
种会演”在石家庄举行。全省现存36个剧
种台上轮番献艺，台下共谋发展，为古老戏
曲艺术问诊把脉，探寻地方戏曲繁荣发展
新路径。

推动名家“落户”河北，抓好
戏曲人才梯队建设

这是一次归乡之旅，也是传承之旅。
11月19日，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练功房

内。在观看了京剧班学生表演后，83岁的
尚长荣缓步起身，走上前去，伸出宽厚的手
掌，轻轻抚摸那昂然矗立的青龙偃月刀。
这一刻，他不再是戏曲舞台上那威风凛凛
的花脸，眼神中满是爱恋，以及来自岁月深
处的追忆。

尚长荣出身名门，父亲尚小云是四
大名旦之一。尚长荣博采众长、自成一
家，先后学习《草桥关》《锁五龙》《敬德装
疯》《黑旋风李逵》等戏曲。其创作演出
的《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廉吏于成
龙》等剧目，实现了古典艺术与当代审美
的完美结合。

这份令人敬畏的从艺履历，镌刻着一
代名家的艰辛锤炼和探索。11月19日，尚
长荣艺术传承研究室在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揭牌。“希望以研究室成立为契机，为咱河
北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戏曲人才。”尚长
荣说。

振兴戏曲艺术，要敢于打破条条框
框。今年以来，河北不断加大投入，进一步
优化政策环境，着力推动河北戏曲文化全
面振兴。先后实施“名家推出工程”、中青
年人才“秀林计划”、少年儿童“春苗行动”、

“情系故乡”河北籍和从河北走出去的名家
创作行动等举措，不断出真招出实招，加大
戏曲人才的培养，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
而努力。

推动名家“落户”河北，是为了抓好戏
曲传承和人才梯队建设。对标名家、学习
名家，不仅要学习表演技巧，更要继承他
们的才情、智慧、经验以及“精气神”。“名
家传戏，不是培养一般人才，而是要传精
品、育高徒。”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桂
云告诉记者，把艺术传承研究室放在学校
里，最关键的是培根铸魂，从小就给孩子
们种下好好学戏、认真做人的种子，“如
今，一进校门就有大师级的标杆在身边，

年轻的戏曲学子就有了榜样、有了奋斗的
动力”。

拓宽展示渠道，涵养戏曲生态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这么美的剧种
同台演出，一下就喜欢上了戏曲。”11 月
18 日晚，“点亮北方戏窝子——河北省
戏曲全剧种会演”汇报演出在河北师范
大学举行。该校学生冯晓瑞激动地说：

“大家很乐于亲近戏曲文化，以前只是
接触少而已，相信今后会有更多学生爱上
戏曲。”

从知戏、懂戏再到爱戏。近年来，河北
努力在更大范围内发力，营造浓郁的戏曲
氛围，开展戏曲进校园等活动，努力拓宽展
示渠道，涵养戏曲生态。

“见到台下那么多年轻观众，感觉很欣
慰。”连日来，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郝士
超多次在校园内献艺。他告诉记者，河北
的 36 个剧种各有“绝活儿”，如顶灯、耍帽
翅、耍翎子、喷火、水袖功、椅子功……振兴
传统戏曲，既要培育传承人，更要培育受众
土壤。从长远来看，年轻的学生群体将是
受益者，更有望成为戏曲文化的传播者、研
究者。

“家国情怀、传统美德、价值追求……
戏曲艺术让年轻一代感悟传统文化之美，
提升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河北经贸

大学校团委副书记尹兴表示，近年来，学校
通过增设戏曲课程、与戏剧团体联谊交流、
定期开展座谈演出等形式，让越来越多的
青年学生成为戏曲进校园的受益者。在河
北工程技术学院学生王洛佳看来，戏曲进
校园活动打开了学生们的新视野，让学生
们对戏曲行当和音乐形式有了更全面的
了解。

河北省戏曲全剧种会演走红校园，
再次证明戏曲艺术的强大生命力。“通过
共同努力，培养起年轻的受众群体，滋润
戏曲土壤，古老的戏曲艺术会焕发出新
生 机 。”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 获 得 者 邱 瑞
德说。

建立结对帮扶机制，点燃
戏曲传承之灯

结对帮扶，梨园守望，是薪火传承，更
是责任。

2017 年，全国戏曲剧种普查确定全
国戏曲剧种共计 348 个，其中河北境内有
36 个，数量居全国第二位。河北梆子、评
剧、丝弦、老调、哈哈腔、四股弦……然
而，与上世纪 80 年代相比，已有西路评
剧、罗戏等多个小剧种消亡，失传剧目
更多。

为了破解基层院团之忧，挽救濒危戏
曲剧种，11 月 17 日，河北省基层戏曲院团

座谈会暨帮扶对接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河
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河北省河北梆子剧
院、石家庄评剧院一团等省内 8 个重点文
艺院团与武安傩戏演出队、定州市兴定秧
歌剧团、保定市清苑区哈哈腔剧团等20个
濒危戏曲剧种团体签订帮扶协议，建立结
对帮扶机制，以强带弱，推动河北省戏曲全
面发展。

“基层戏曲团体分布广、表演灵活，但
发展的确不容易，一直面临资金、人力、剧
目创排等压力。”采访中，廊坊炊庄高腔戏
剧团团长李书芝心情激动，“此次通过和省
河北梆子剧院‘结对子’，咱们这个古老的
剧种将会更好地传承下去。”

“我们与永年西调剧团、武安傩戏演出
队等 4 个基层演出团体签订协议‘结对
子’，将竭尽所能，在演出业务和表演技巧
等方面予以指导帮扶。”河北省京剧艺术研
究院书记、院长李平芳说，“结对子”是为了
更好地交流切磋，大院团也会从这些小剧
种身上汲取营养，互相促进。

主动引导服务、支持基层院团发展、
帮助提升创作和表演水平……来自全省
各地的戏曲院团负责人纷纷表示，“结对
子”的措施激发了基层院团的热情和活
力，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大家携
手行动起来，点燃一盏盏戏曲传承之灯，
点亮北方戏窝子，推动河北戏曲艺术繁荣
发展。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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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
呈现方式：动海报
安 全 无 小 事 ，防 范 是 关

键。河北日报客户端推出的安
全提示系列动海报，分别选取森
林草原防火、燃气安全、交通安

全等重点领域，从生产生活中的
具体细节出发，设计动画场景，
普及安全常识。本期动海报聚
焦施工安全，详细介绍如何避免
工地“五大伤害”，海报构图活泼
大方、色彩明快，文字简洁明了，
让网友快速了解施工中的注意
事项，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

8 月份刚刚选聘，不到 3 个月时间
便在包联法官帮助下，成功调解 40 起
案件……11 月 22 日上午，记者带着好
奇来到正定县人民法院北贾村人民法
庭，看看这位特邀调解员到底有什么调
解妙招。

来到事先约好的一楼东侧调解室，一
个身穿深粉色冲锋衣的中年女子迎面跑
来，脚步不停地跟记者打着招呼：“我就是
王月月。刚帮忙调了一个别的案子，耽误
点时间，我约的当事人也到了，来我这屋
说吧。”

她的调解室紧邻着第一审判庭，原告
某养殖公司的代理律师曹雪辉和从新乐
赶来的被告养殖户都到了。

这是一起两年前的合同纠纷。2020
年双方签订肉鸡委托养殖合同，约定由
养殖公司提供鸡苗并且垫付养殖期的
饲 料 、兽 药 等 费 用 ，养 殖 户 来 负 责 养
殖。肉鸡出栏后回收，对于养殖过程中
原告垫付的钱，在毛鸡款中扣除后，不
足的由养殖户补齐，但欠款一直没有
付清。

此前，王月月已经调解了好几次，原
告最终同意将 13000 元欠款减去 1000
元。今天双方见面，主要是确认调解结
果，履行调解协议。

“别看这会儿事儿给调成了，大家都
和和气气的，一开始电话沟通时可难了。”
王月月一边向记者解释，一边将撤诉申请
书录入“冀时调”平台。

虽然收获了今天的“开门红”，但王
月月希望更进一步：这家养殖公司的合
同纠纷，还牵扯到另一个养殖户丁某，
但丁某并不配合，以欠款太高为由拒绝
支付。

说话间隙，王月月向曹雪辉说：“丁
某的那个合同纠纷，能不能把欠款额再
给降降，今天都来了，要能撤诉就一起
撤了。”

“不可能，还有好几起类似的案子
呢。”收到被告养殖户当场给付的拖欠款
项后，曹雪辉收拾好公章和卷宗，准备
要走。

“跑一趟不容易，他们同村的都在这
儿，我去养殖户那争取争取，你也问问公
司，最多能让步多少。”王月月将曹雪辉拉
到一边，再次劝说。

迟疑了一会儿，曹雪辉走出调解室，
答应打电话跟公司商量一下。

没想到更难做工作的是被告丁某，他
连连放狠话，“我不还，一分都不还”“他上

诉，我还要上诉呢”……
很快，回来的曹雪辉也一脸凝重地转

达了公司的态度：多年追不回欠款，这次
既然已经起诉了，就不要再一味退让，按
照协议规定的来，21000 元一分钱都不
能少。

调解似乎陷入了死局，正当记者以为
王月月要放弃的时候，她却摘下眼镜，一
边用手轻轻地敲打桌边，一边紧皱眉头
思索。

“能不能这样，按照今天已经调解成
功的金额，以同样的比例给养殖户减减，
公司有依据也不为难。”王月月不想放弃，
想再争取。

“大姐，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我再
沟通沟通。”抄起手机，曹雪辉再次出门，

去跟公司确认方案。
调 解 室 里 ，王 月 月 飞 速 拨 通 丁 某

电话：“如果开庭对你肯定是不利的，
现在证据确凿，判了执行时，欠款全部
还清，还有诉讼费和利息，法律都是支
持的……”

10 分钟后，曹雪辉给出了最新的回
复：“19340 元，按照今天调解的比例还，
一分不能少。”

“无债一身轻，没有事了，家里平平安
安，日子才能越过越好。欠款早晚都要
还，这已经是争取到的最有利的一个结果
了。19340元，行不行？”王月月在调解室
外的走廊里再次拨通丁某电话，耐心地
劝说。

“沾！”听到这个字，王月月激动地跑
回调解室。

一边催促曹雪辉再写一份撤诉申请
书，一边指导未到场的被告丁某完成转
账，至此双方两清、案结事了，时间不知不
觉过了两个小时。

11 时整，王月月预约的另一起调解
案件的当事人已经赶到了法庭大厅，这是
一场更为复杂的交通赔付案件。

王月月接到案子后，4天时间里给被
告打了 17 个电话，才为其找到了最佳的
解决方案。

等到出完调解笔录，已经是下午 1
点多，冬日的暖阳在调解室的墙上映
照出斑驳树影，略显疲惫的王月月，翻
开调解工作本，准备联系下一起调解
案件……

“每天都这么累吗？”记者忍不住问。
“说实话，挺累，但也高兴。”王月月

说，每次想到当事人的利益得到维护，就
特别有成就感。

不到3个月成功调解40起案件

这位特邀调解员调解有妙招
河北日报记者 桑 珊

“杨姐，玉峰里小区有一家饭店后厨
不太干净，您找人来看看吧。”11 月 3 日
下午，秦皇岛市海港区美团站点负责人
打通了秦皇岛市外卖行业党委副书记杨
杰的电话。

“好的，你把定位和门店照片发给
我，我这就联系执法人员。”挂掉电话后，
杨杰立刻联系了秦皇岛市海港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北港分局执法人员，并把定位
和照片一并发了过去。

近年来，秦皇岛市外卖从业人员
数量激增，但因人员流动性大，各外卖
公司都没成立党组织，如何引导和服
务好这支队伍成了难题。2022 年底，
秦皇岛市创新以党建工作为抓手，依
托 外 卖 行 业 监 管 部 门—— 市 场 监 管
局，成立了秦皇岛市外卖行业党委。
今年 5 月 30 日，该市创立全省首个外
卖行业党建品牌“秦快哥”，推动外卖
骑手化身“流动网格员”“食品安全监
督员”“文明宣传员”，为城市基层治理

“加油提速”。
“我们组建了一支230余人的‘秦快

哥’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让他们成为城
市基层治理的新力量。”杨杰说，随着“秦
快哥”党建品牌创建工作越做越实，越来
越多的外卖骑手开始主动为城市建设出
一份力，其中，举报卫生不合格商家就是
一项重要内容。

“杨姐，咱这能入党不？”正当记者采
访时，外卖骑手张延琪来到杨杰办公室，
向她咨询入党的事。前不久，张延琪因
参与救火被秦皇岛市授予了“先锋骑手”
称号。听说他想继续深造，秦皇岛市外
卖行业党委还帮助其申请了国家开放大
学的全额奖学金。

“我们暂时还不能发展党员，但可
以帮你和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联系，
有 信 儿 了 我 第 一 时 间 通 知 你 。”杨
杰说。

杨杰介绍，秦皇岛市外卖行业党委
成立后，一直在收集骑手们的先进事迹，
并给予他们相应荣誉，“随着越来越多的
榜样被树立起来，外卖骑手间形成了争
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作为外卖骑手的“娘家人”，秦皇岛市外卖行业党委在管理好骑手
的同时，还要做好服务。“我们利用商业中心、政府机关等单位的闲置空
间，设立了123个‘秦快哥’骑手驿站，为骑手们提供休息、充电、饮水等
服务。”杨杰说，目前，美团骑手所用的 APP 即将上线骑手驿站定位
功能。

“这个新功能好，不然很多驿站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张延琪说，外
卖骑手最担心的就是找不到给手机充电的地方，“等新功能上线后，再
找地方给手机充电就方便多了。”

除为外卖骑手提供休息场所外，秦皇岛市外卖行业党委还重视收
集外卖骑手提出的各类诉求，通过逐步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增强
外卖骑手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

“就拿世纪港湾商圈来说，那里餐饮商户数量多且比较分散，此前
仅有一处外卖停车点，外卖骑手时常要面临送餐超时、顾客差评、平台
罚款等风险。”杨杰说，经过秦皇岛市外卖行业党委积极对接，很快在世
纪港湾的东侧、西侧、南侧增设了三处外卖专用停车点位，解决了外卖
骑手停车难问题。

如今，随着秦皇岛市外卖行业党委服务内容的逐渐增加，越来越
多的行业监管人员和外卖骑手成了朋友，共同为城市基层治理献计
出力。

下午临下班，杨杰收到了秦皇岛市海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港分
局执法人员的回复——已对美团站点负责人举报的饭店进行了现场检
查，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外卖骑手功劳再‘+1’。”杨杰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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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正定县人民法院北贾村人民法庭特邀调解员王月月（右）在指导当事人
签署相关材料。 河北日报通讯员 戴佳瑶摄

（上接第一版）必须做到在河北省
工业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系统
有备案、可查询。

涿州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将与相关职能部
门形成合力监管态势，不断加强
灾后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
同时畅通 12315 和 12345 等消费
维权投诉渠道，紧紧围绕消费诉
求开展相关产品的监管，将问题
解决在萌芽状态，切实把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工作一件一件落
实好。

据悉，省市场监管局已委托
省质检院开展了首期 30 批次灾

区重建产品的抽检工作，主要涉
及电线电缆、水泥、建筑涂料、配
电柜、瓷砖、开关插座、家具、床
垫、锁具、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10 种产品。该院按照“即抽样、
即检测、即签发、即录入、即送达”
原则，已在 5 天内完成 30 批次产
品的抽样工作，正在开辟绿色通
道加班加点按照 19 项标准开展
151 项重要指标的检验工作，相
关结果会及时反馈省市场监管
局。省质检院将持续跟进省市场
监管局组织开展的抽检工作，为
灾区重建产品质量监管提供技术
支撑。

切实保障重建家园“一砖一瓦”物美价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