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河长制”促“河长治”，绘就幸福河湖新画卷
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成群的水鸟

掠过水面，泛起一阵阵涟漪。市民游客
徜徉岸边，欢声笑语不断，好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滹沱河生态美景图。

然而，谁曾想到，如今作为“城市名
片”的滹沱河，上世纪70年代河道常年
断流、植被稀少、砂坑遍布、废弃物堆
积。把滹沱河修复好、利用好，是石家
庄人民的美好夙愿，历届市委、市政府
对此高度重视。针对滹沱河的“病灶”，
通过护堤、疏浚、植绿、补水等综合措
施，使滹沱河从昔日的“大地伤疤”蜕变
成亮丽的“城市名片”，成为我省河湖由
乱到治、由治及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石家庄市以河长制为抓
手，多措并举依法治水、科学管水，保护
水资源、改善水环境，加强水域岸线管

理、加大流域生态治理，河湖水生态环
境大幅改善，逐步绘就了“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人和”的水生态画卷，人民
群众对幸福美好河湖的获得感、幸福感
日益增强。

深入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以“河安湖晏、水清鱼跃、岸绿景
美、宜居宜业”的总体标准，石家庄市高
位推动、精心实施，推动河湖管理保护
全面提档升级。

2023年，石家庄市深入贯彻省、市
总河长令要求，围绕“以市域为单元，
建成一条市级典型示范幸福河湖；以
县域为单元，建成 3 条幸福河湖”的目
标，全面推进市、县两级幸福河湖，滹
沱河被评为省级典型示范幸福河湖，
滹沱河石家庄市段、太平河长安区段、
太平河鹿泉区段、冶河井陉县段、槐河
元氏县段被评为省级幸福河湖，在全
市河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中发挥了
模范带头作用。

聚焦水域岸线空间管控

石家庄市以河湖“四乱”问题清理
整治为重点，加强河湖监管，解决河湖
突出问题，恢复河湖生态。

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制工作体系不断
完善，各级河长履职尽责，相关部门密切
配合，河湖智能视频监控和卫星遥感监
测系统深入应用，多措并举接受群众监
督，形成了“党政牵头、河长主抓、部门联
动、群众参与”的群防群治河湖保护责任

体系，保障了河湖良好生态环境。

综合施策强化协调联动

自河长制实行以来，石家庄市先后
出台了河长制市级会议制度、河长联席
会议制度、河长巡查制度等十多项工作
制度。成立治理河湖“四乱”专班，开展
河道“四乱”常态化督查，制定“专案”，
健全整治机制，形成“专报”。深化“河
长+河长办+部门”“河长+检察长”协调
联动机制，形成河流保护强大工作合

力，加大水行政执法力度，河湖安全保
护专项执法行动得到水利部充分肯定，
并将先进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

建立健全滹沱河、沙河、槐河、冶河
等跨界河流联防联控机制，统筹上下
游、左右岸形成合力，通过共商共治、整
体联动、高效协作的河长制工作联合运
行格局，推进跨界河流管理保护。滹沱
河实现了跨省跨市跨县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联合巡河护河，打破地域壁
垒约束，实现跨区域水污染防治联防联
控、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

下一步，石家庄市将持续实化、细化
各项河长制任务，建立完善水生态环境
长效监督管理机制，以“河长制”促“河长
治”，推动河湖面貌不断改善，聚力打造
群众满意的幸福河湖。（史宜南、闫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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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韩莉）4月21
日下午，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
北省文联主办，河北省戏剧家协会
承办的“映日荷花别样红——许荷
英师生河北梆子演唱会”在河北文
艺家之家秀林剧院精彩上演。

掌声、叫好声不绝于耳，高亢的
梆子声腔在演出现场久久回荡。中
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许荷英
携弟子刘丽彩、苏娜、崔丽芹、韩挪
红、高倩、赵克、刘素梅、邢曼、赵璇、
邢少燕依次登场，为观众献上了脍
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其中既有《龙江
颂》《洪湖赤卫队》等红色经典选段，
也有《杜十娘》《窦娥冤》《穆桂英挂
帅》等传统剧目选段，令在场观众过
足了戏瘾。

近年来，河北省文联统筹实施文
艺名家推树工程、中青年文艺人才培
养计划等工作。许荷英作为文艺名

家，不仅自己在艺术道路上取得了丰
硕成果，同时不忘薪火相承，助力更
多优秀青年人才传承戏曲文化。

“梨园百花竞芬芳，最爱河北梆
子腔，声腔辙韵俱高亢，开口一唱荡
气回肠，擅长委婉并悲怆，刚柔并济
柔亦刚……”当天的演出中，许荷英
和弟子们为观众奉上的《最爱河北
梆子腔》尤为感人。来自邢台的观
众李淑莲说，特别感谢演员们的辛
苦付出，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爱上梆
子艺术。

据介绍，本场演唱会是省委宣
传部和省文联推出的燕赵文艺名家
传艺、秀林计划文艺人才培养系列
专题演出的开篇。今后，省委宣传
部和省文联将利用河北文艺家之家
秀林剧院，通过举办系列专题演出、
研讨会等方式，加强对文艺冀军的
培养和选树推荐。

4月 19日，综艺节目《乘风 2024》开播。以越剧小
生身份被观众熟知和喜爱的陈丽君，将传统戏曲文化
带上了舞台，一首《天命》融合戏曲唱腔与舞剑表演，将
中华女性英姿飒爽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前，陈丽君凭借出演多个越剧角色出圈爆火。
节目官宣后，网友曾质疑越剧演员跳女团舞“不务正
业”，对此陈丽君回应：戏曲需要传承，更需要传播。传
统需要守护，也需要突破。

陈丽君这一跨界尝试不仅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
论，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戏曲在当代社会中的定位
与发展前景。陈丽君此举，无疑是戏曲界向现代娱乐
文化的一次勇敢“破圈”，其背后映射出的是戏曲艺术
在寻求创新与突破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由陈丽君担纲的越剧《新龙门客栈》曾火爆一时，
不仅为戏曲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也打破了传统戏
曲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刻板印象。这部融合了经典武侠
元素的越剧作品，以其新颖的表现形式和深入人心的
故事情节，成功吸引了年轻观众的眼球，唤醒了他们骨
子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种成功的尝试告诉我们，
传统戏曲并非过时，只要能够与时俱进，结合现代审
美，就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然而，传统戏曲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
挑战。一方面，行当不健全、剧目题材单调、音乐表现形
式受限等问题，限制了戏曲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
面，随着现代化娱乐方式的兴起，传统戏曲的受众群体逐
渐缩小，年轻观众对戏曲的关注和了解也相对较少。这
些因素都使得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

陈丽君参加综艺节目的“跨界”表演，无疑为戏曲
界带来了新的启示。她通过跨界合作，将越剧与现代
流行文化相结合，成功吸引了年轻观众的关注。这种
创新的方式，不仅为戏曲艺术带来了新的传播渠道，也
为戏曲演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通过与现代娱
乐产业的融合，戏曲艺术可以借此机会拓宽受众群体，提升社会影响力。

当然，戏曲界的生态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要想真正实现戏曲的复兴，还
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戏曲界应加强对传统剧目的挖掘和整理，同时
积极创作更多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作品。其次，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提高戏曲演员的专业素养和艺术水平。此外，还应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动
戏曲艺术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扩大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此前，陈丽君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也曾表示：要让更多人喜欢并爱上戏
曲，抓住现代人的目光很重要。越剧需要年轻的传承人，更需要年轻的观
众。要拉近戏曲和当下年轻人的距离，需要不断地去尝试变换新形式。

这次，陈丽君跳女团舞引发的争议，实际上是传统戏曲与现代文化碰撞
的产物。这种碰撞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戏曲在创新发
展中的无限可能，也让我们对戏曲界的未来充满期待。只要我们能够抓住
机遇，勇于探索和创新，相信戏曲艺术一定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
加绚丽的光彩。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传统戏曲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突破。陈
丽君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启示：只有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不断
推陈出新，才能让戏曲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4 月 20 日，京剧《小兵张嘎》专家跟
踪指导座谈会在石家庄举行，多位业内
专家围绕该剧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唱
腔设计、舞美设计等多方面进行了交流
探讨。

京剧《小兵张嘎》于 4 月 18 日—20
日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家喻户晓的
红色经典故事、精彩有趣的情节、优美
的京剧唱腔等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三场演出场场精彩，总能赢得四起
的掌声和叫好声。京剧《小兵张嘎》改
编自著名作家徐光耀同名小说，由河北
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创排，为文化和旅游
部“2023—2025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划
新创剧目”，以儿童视角讲述英雄故事，
以京剧唱响经典，带领观众走进风光旖
旎 的 白 洋 淀 ，重 温 小 兵 张 嘎 的 英 勇
事迹。

此次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京剧《小
兵张嘎》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
值等给予肯定，并一致认为该剧尊重原
著、遵循戏曲本体，呈现京剧艺术魅力的
同时守正创新，实现了对经典剧目的现
代转化和京剧儿童剧的现代探索。

“京剧《小兵张嘎》通过抗战时期的
一个农村少年浴血成长的故事，揭示了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抗争精
神和爱国精神，这部剧不仅是一部推广
京剧的好作品，也是当代爱国主义教育
的好教材。”在北京京剧院原院长刘侗
看来，京剧《小兵张嘎》利用京剧艺术表
演手段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诠释
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发展，此外，该剧
尊重原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点，把革

命小英雄张嘎鲜活地呈现在了舞台
上。在叙事方式上，该剧把快板和京剧
巧妙融合，用快板书的形式，起到穿针
引 线 作 用 的 同 时 ，也 让 整 部 剧 非 常
生动。

“用京剧的舞台形式再现红色经
典，用戏曲艺术的方式诠释家喻户晓的
小英雄嘎子，在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
上都要有独特的表达。”京剧《小兵张
嘎》导演李慧琴在创作之初就在思考如
何能让观众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因此想
到在剧中运用蒙太奇的手法，让快板刘
这一角色贯穿其中，他既是故事的讲述
者，也是剧中人，可以在剧中跳出跳进，

通过他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成为该剧的
一大亮点。

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冉常建同样认
为，这部戏在叙事方式上借鉴传统的跳
出跳入、夹叙夹议的方式，是一种新的探
索。在他看来，快板刘这一角色是这部
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情节的衔接和时
空的转换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京剧

《小兵张嘎》是一部老少咸宜、雅俗共赏
的现实题材优秀剧目，体现了守正创新
的艺术追求，实现了经典剧目的现代转
化和京剧儿童剧的现代探索。”冉常
建说。

在表现形式上，京剧《小兵张嘎》坚

持守正创新，既要尊重经典，又要在经典
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创作之时，导演李
慧琴就希望演员多用舞台的表现力全新
演绎嘎子这一角色，包括武戏、对打等情
节，展现京剧艺术特色的同时，在程式中
寻找自由，在自由中回归传统。演出中，
饰演张嘎的演员姜陶利用自身一些表演
技巧为人物服务，将其转化为嘎子形象
的个性化表达。在冉常建看来，该剧导
演充分发挥演员唱念做打的京剧本体艺
术来塑造人物形象，体现了这部戏的人
文内涵，在展示人物性格的同时，让观众
感受到京剧艺术的魅力。

作为一部极具观赏性的主旋律儿
童戏曲作品，京剧《小兵张嘎》做到了艺
术性、观赏性和教育性三性合一的功能
和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研究员张之薇从这部以儿童为主要对
象的戏曲作品中感受到了浓浓的趣味
性，其舞美呈现同样关注到了儿童剧的
风格。“这部剧在舞台创作上，力图呈现
夸张的、不对称的构图，具有极强的装
饰性。”在张之薇看来，舞台上画片式的
芦苇荡、倾斜的炮楼、比例不写实的屋
舍、对角线的屋顶等，都体现了将想象
艺术化后的一种假定呈现，是对儿童审
美的观照，与这部作品本身的趣味性相
得益彰，在空间上又一定程度拓展了表
演区域。

此次座谈会，与会专家还对京剧《小
兵张嘎》的进一步打磨提出了建设性意
见，他们希望这部剧走得更好、走得更
远，能到更多的城市参加戏剧展演，成为
一部留得下、传得开的精品佳作。

映日荷花别样红
许荷英师生河北梆子演唱会在石举行

“映日荷花别样红——许荷英师生河北梆子演唱会”现场。 楚 源摄

专家研讨京剧《小兵张嘎》

“经典＋创新” 打造别样小英雄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4月18日晚，京剧《小兵张嘎》在石家庄大剧院首演，图为演出现场。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杜 船摄

人间四月，书香氤氲。4月23日是第
29 个“世界读书日”。放眼燕赵城乡，精
彩纷呈的阅读活动不断提升人们的阅读
素养，激发阅读兴趣。“处处有书伴、时时
闻书香”的氛围愈加浓厚，全民阅读蔚然
成风，越来越多的人在阅读中收获幸福、
不断成长。

丰富的阅读活动

点燃读者热情

“我之前看过王棵老师的《风筝是会
飞的鱼》和《大海上的脚印》，书中奇幻的
故事特别吸引人。今天我想问问王棵老
师，他是怎么写出这些好看的故事的。”4
月 20 日，从保定赶来参加作家王棵新书

《珊瑚在歌唱》读者分享会的小读者葛晓
轩早早来到石家庄书城五楼多媒体厅。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在蔚蓝色的
海洋里五彩斑斓的珊瑚在阳光的映射下
熠熠发光。王棵用图片的形式展示了奇
妙的海洋世界，讲述了他是如何与珊瑚
结 缘 以 及 创 作 图 书《珊 瑚 在 歌 唱》的
历程。

4月21日，沈阳市教育研究院历史教
研员王磊携新书《群星闪耀的世界史》做
客保定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幽默、生动
地趣读世界史，并与现场学生进行互动交
流，让学生更加愿意了解历史文化知识。

4 月 21 日，抚宁新华书店开展了“全
民阅读·周末分享会——品读《法治的细
节》”活动。

4 月 20 日、21 日，廊坊市人民公园时
代广场，“全民阅读·2024 廊坊新华书香
节”人气爆棚。无论青春少年，还是满头
白发的长者，抑或满脸稚气的孩童，他们
都沉浸在书海中，享受阅读的乐趣。

…………
对于省会市民余素华来说，到石家

庄书城参加“全民阅读·周末读书分享

会”活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谈起参加
读书分享活动，她兴奋地说：“编辑推荐
各种图书、作家交流创作经验，还有新书
分享……参加这些活动，打开了我阅读
的一扇窗，开阔了眼界，还结识了和我一
样喜欢看书的朋友。现在我们经常在群
里交流读书心得。阅读充实了我的退
休生活，我还把参加活动时看到的好书
推荐给家人。现在我家读书氛围更加
浓郁了。”

全民阅读，静水流深。由河北出版传
媒集团打造的“全民阅读·周末读书分享
会”自 2023 年 11 月 5 日启动以来，全省
158家新华书店开展多维度、线上线下联
动的各种文化活动1400余场，吸引4.4万
余名读者积极参与，在燕赵大地掀起全民
阅读的热潮。此外，自2013年起，省新华
书店连续在“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办新华
书香节，精选数万种图书低价惠民；举办

“阅·知·行”等读书教育活动，推动青少年
阅读成长；开展图书“七进”活动，让书香
飘进千家万户。

转角遇到名家

感受文化温度

“文学特别依赖想象力，好的文学
一定会带给我们情感上的种种触动。”4
月 21 日，省作协副主席、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李浩在石家庄书城以“阅读
改变未来，写作浸润心灵”为主题给小读
者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阅读写作课。“卖火
柴的小女孩划亮了几次火柴？每次她透
过火柴的光看到了什么？她所看到的事
物换一下顺序可以吗？”在一步步引导
中，小读者理解了讲故事不但需要建立
整体性，更需要有设计，情绪要层层递
进，故事才能越来越精彩。12 岁的程思
源说：“听了李浩老师的讲解，我感觉茅
塞顿开。他带领我思考，教给我如何阅

读，如何理解作者的用心。我要把他讲
的内容运用到作文写作中去。”程思源
的父亲表示，李浩老师的讲解不仅站在
读者角度，还能站在作家角度指出一般
读者没有体悟到的部分，深入浅出，对
于 家 长 指 导 孩 子 阅 读 、写 作 也 有 所
启发。

4 月 20 日，中国报告文学协会副会
长、省作协副主席李春雷在省图书馆“冀
图讲坛”分享了自己阅读与创作的经验，
为来自省内各地的百余名读者讲解了如
何写好报告文学，如何写好中国故事。现
场读者就如何阅读、怎样写作踊跃提问请
教，李春雷对如何阅读文学经典、写作中
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处理、文学经典在新
时代的价值意义等问题耐心细致地做了
解答。

“春风送暖读书忙——有关读书的几
个话题”“阅读与人生”“河北先秦时期历
史文化格局的形成”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
郝建国、石家庄市文联名誉主席周喜俊、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石家
庄市城市书房2024年第一季文化名家讲
座系列深入城市社区，共举办 33 场主题
活动。

文化名家工作室、城市书房、作家工
作室、文艺评论家工作室……一批惠民亲
民的人文公共空间，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城
市各个角落，让市民近距离领略文化名家
的智慧，感受文化的温度，更好地满足了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多种打开方式

激发阅读兴趣

一个扇面、一支笔、一套水彩，稍动心
思就可收获一份寓意美满的扇面画。近
日，一场团扇 DIY 主题活动在省图书馆
守正书房热闹开启。传统文化阅读推广
人赵磊向家长和小读者介绍了团扇的起

源、种类和文化内涵，并指导孩子们制作
出花团锦簇的团扇。

《小兵张嘎》主题游戏闯关、我是图书
“修复师”、室内冰壶、陶瓷制作……省图
书馆工作人员田磊介绍，截至目前，守正
书房已经举办了 300 余场主题沉浸式公
共阅读活动，推荐专题书目 500 余种，吸
引1.2万人积极参与。针对读者日趋多元
化的文化需求，新型阅读空间作为公共文
化新业态被赋予了知识传播、文化休闲、
社群交往等功能。守正书房把整合文献
资源、提供内容供给、引入阅读推广人机
制作为提升空间效能和服务能力的切入
点，使该空间成为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燕赵文化的全新阵地，
唤起了人们的文化共鸣，激发了读者的阅
读兴趣。

今年4·23世界读书日恰逢公共图书
馆服务宣传周，全省各地图书馆安排了丰
富多彩的阅读活动。4月27日，秦皇岛市
图书馆将开展兼顾娱乐性和知识性的“再
发现图书馆·书中寻宝”亲子趣味阅读挑
战赛，让大家在寻宝中，体会图书馆的独
特姿态；弘扬诗词文化，引导读者领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4月20日至
5月30日“‘四季诗画’古诗里的春天——
衡水市图书馆诗配画手绘作品展”在衡水
市图书馆进行展出，让读者深刻体会古代
诗人笔下春花秋月、夏虫冬雪的细腻情感
和独特韵味，增强他们对诗词文化的理解
和感悟；“五一”期间，沧州图书馆将举办

“再发现图书馆——2024春季‘阅读与生
活’主题博览汇”活动，涵盖图书跳蚤市
场、汉服文化、文创教育科技、旅游等多个
领域，全方位展现图书馆作为城市文化阵
地的独特魅力……

人 间 最 美 四 月 天 ，正 是 读 书 好 时
节。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打开阅读，让全
民阅读的理念深入人心，让阅读点亮美
好生活。

全民阅读：感受文化温度 点亮美好生活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肖 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