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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孙丽萍

　　从“陈奂生”进城到“新
刘三姐”开网店，从原创话剧
《朝天宫下》到昆曲《眷江
城》……今年 9月至今，上海
发起的“艺起前行”优秀新创
舞台作品上海展演吸引了
14 台国内高水准优秀新创
作品汇聚申城舞台。
　　防疫压力之下依然要当
好全国的文化大码头，把众
多高手请到家门口来“打擂”
切磋……这场持续整整两个
月的大规模展演，传递出当
下上海文艺界的“诚心”与
“信心”。疫情之下、重任在
肩，拥有优良文艺创作传统
和深厚文化积淀的上海，正
在主动“找短板、寻差距”，与
全国文艺界交融互鉴、砥砺
前行，期待创作打磨出不负
时代的精品力作。

  以“艺”战“疫”：14
台顶尖剧目云集申城

　　一只翩跹的黄蝴蝶，双
翼承载着扶贫干部黄文秀未
尽的大爱情怀，从广西百色
美丽壮乡飞到上海大剧院的
舞台上……连日来，民族歌
剧《扶贫路上》在沪参加展
演，收获好评。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指
导，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主办的“艺起前行”优秀新
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邀请
来自北京、江苏、广东、广西
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4
台优秀剧目集中亮相。14 台
剧目各有精彩，或脱胎经典、
直指现实，或立意高远、形式
新颖。
　　江苏常州市滑稽剧团用
一台横跨四十多年光阴的滑
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让农民陈奂生从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文学经典中“走出
来”，以悲喜交融的演绎映射
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变，
令观众感叹“一个小人物活
生生撑起了大时代”。
　　田沁鑫执导的民族歌剧
《扶贫路上》新颖别致，用国
际化的舞台装置、现实主义
和浪漫情怀交融的手法，将
扶贫干部不幸殉职、化身为
蝶的感人故事娓娓道来，以
小见大，诠释当代中国“人民

至上”的理念精神。
　　据介绍，这些新创的优秀剧目，代表了近来中国
演出舞台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水准，其中既有荣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精品，也有聚焦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迎接建党 100 周年的力作，在类型上更
涵盖了歌舞剧、民乐、京剧、昆剧、滑稽戏、彩调剧、川
剧、话剧等各种艺术样式。

南北切磋：上海文艺界诚意“取经”

　　一个多月来，不仅南北院团在上海同城竞演，文
艺机构“掌门人”也忙于看戏观摩、切磋探讨、观点碰
撞、火花四溅。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用一台戏曲把改革开放
40 年农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呈现出来，很不容
易。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吃饭问题’，它触动了我们
当下文艺创作的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著
名文艺评论家郦国义直言。
　　在郦国义看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兄弟院团的
精彩之作显出了上海文艺创作的短板与不足。“常州
的作品，是用一个‘经典文化基因’发酵出了现实主
义力作，突破当下重大题材文艺创作‘同质化’的窠
臼，非常值得研究。”“选材要精、思考要深……上海
土壤里前人留下来很多文化的瑰宝，我们还没有很
好地利用和传承。”
　　看完广西戏剧院彩调剧《新刘三姐》，上海戏曲
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直呼“夜不能
寐”。谷好好说，全国同行拿出的精品力作，为上海昆
剧团正在创排的《红色娘子军》带来灵感启发，让人
更觉“时不我待”。
　　特殊时期，上海依然要做好“码头”也做好“源
头”，努力为国内文艺界聚人气、鼓信心、促交流、探
方向。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李明说，受到疫
情影响，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延期至明年举办，
但同时策划推出了“艺起前行”展演，旨在为上海与
兄弟省市文艺创作的交流互鉴搭建平台。

同心明德：为繁荣中国文艺砥砺前行

　　在“艺起前行”展演舞台上，近年来上海出品的
多部优秀剧目引人瞩目。上海歌舞团带来“五个一工
程”奖、文华大奖双奖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海
杂技团的《战上海》以惊险绝技再现重大历史时刻；
上海歌剧院原创歌剧《晨钟》刻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品格；上海民族乐团《锦绣中华·共饮江河水》用各
种民族乐器融合碰撞，化楚风汉韵为动人乐章。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上海越剧院制作的
越剧原创大戏《山海情深》，在此次展演中也登台亮
相。这部作品已入选今年上海首批重点文艺创作
项目。
　　这些海派文艺的“新名片”，正在被以精益求精
的态度反复打磨。不久前，上海举办重点文艺创作推
进会，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重要时间节点，发布了首批 39个重点文
艺创作项目，欲打造一批反映红色文化、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和现实题材的精品力作。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创作精品，繁荣新时代中
国文艺舞台。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说：“上海的重点文艺创作要增强紧迫感、紧紧抓牢
‘牛鼻子’，要用彰显上海特质、上海水平的精品力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庆祝建党百年献礼，不负
党和人民对文艺工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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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郑州 10 月 29 日电（记者桂娟、史林
静）乡村文化振兴，不能只靠送文化，也要种文
化，让农民自己创文化。近年来，河南在乡村文
化振兴探索上尤其注重激发内生动力，通过培
育一批文化志愿者队伍、挖掘一批乡村文化能
人，在农村广阔天地留下一批永不撤离的文化
“轻骑兵”。

汇集志愿力量 激活“一池春水”

　　还没踏进楼子河村支部书记周莹贤家的院
门，就听到一片热闹。院子里，四五个村民正排
练豫剧现代戏《看看楼子河》；堂屋里，器乐团的
大爷们正在磨合新的曲子；东偏房，刚化完妆的
“演员”正在换演出服……
　　 65岁的周莹贤一边忙着指挥排戏，一边感
慨：“过去楼子河村的热闹，是搓麻将、扯是非。”
河南鲁山县楼子河村位于伏牛山下，人多地少，
贫困的局面多年未有改变。“村干部一年下来啥
都干不了，全忙着调解纠纷了。”周莹贤说，人不
振、心不齐，企业投资也绕着楼子河村。
　　 2016 年 12 月，一批文化志愿者团队走进
了楼子河。此后，每周五下午到周日，文化志愿
者都会赶来，在村民中开展舞蹈、戏曲、音乐等
方面的培训。
　　“第一次来村里培训，只有 16个村民报名，
怕‘出丑’中途又跑了 8 个。”文化志愿者王巍

说，而现在多的时候能有上百个村民参与。如
今，楼子河村不仅组建了舞蹈团、戏曲团、器乐
团，还成立了艺术团，村民创作了 30 多个充满
乡情、乡音、乡味的文艺作品，还举办了自己的
乡村“春晚”。
　　 2016年以来，河南从 9万名注册文化志愿
者中征招了 1.6 万人，组成一支支文化志愿小
组，分赴全省贫困乡村，以志愿帮扶带动农村开
展文化活动，让乡村生长出一支永不离开的文
化队伍。
　　在志愿者带动下，丰富的文化生活凝聚了
楼子河村的人气儿，提振了村民增收致富的心
气儿。目前，村里 60多个香菇大棚丰收在望，农
贸市场正在规划中。

村村有“宝” 激发“种子效应”

　　今年 4 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向内黄县
李石村村民李翠利颁发一块奖牌：“最震撼村
宝”。
　　“啥是‘村宝’？”李翠利问。“就是村里有文
化、有组织能力、愿意为乡村文化发展贡献力量
的人。”文化部门的同志解释道。
　　寻找“村宝”源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19 年开展的一项活动。“活动目的是挖掘那
些有文化技艺、文化符号的人作为每村的‘村
宝’。”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巡视员康洁说，“这

些农村本土的文化能人，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
挥着主力军作用。”
　　李翠利就是其中之一。40 岁的李翠利在村
里开了家小超市，为在乡村推广阅读，12年前她
把超市最显眼、营收最高的白酒货架清空，摆上
图书，办起了免费的乡村图书馆——— 微光书苑。
　　不要任何费用、无需任何证件、远亲近邻、
行走过客均可借阅。在她的影响下，当地逐渐发
展起近百人的基层阅读推广志愿服务团队，微
光书苑也先后走进了超市、诊所、幼儿园……截
至目前，27 家与微光书苑合作机构共迎来读者
30多万人次。
　　如今，河南农村活跃着大量像李翠利这样
的“村宝”：筹办农民剧团的史现忠、组建农民合
唱团的董军政、建起农村书屋和剧场的崔明
军……截至目前，河南 1048个试点村共举办各
种活动 3100 余场，挖掘“村宝”1717 名。“他们
像一粒粒文化种子，在农村广阔的田埂上生根
发芽，让乡村文化更加繁荣也更富有生命力。”
康洁说。

新乡贤回归 创新文化供给形式

　　河南郏县广阔天地乡邱庄村，名为一鸣书
居的三层小楼在翠竹掩映下显得格外醒目。这
栋建筑既是村里的公益图书馆，也是乡间民宿。
　　 10岁的小村民黄宗睿是这里的常客，他轻

轻推开大门，迎面三面书墙直通屋顶，一万余册
图书门类齐全。黄宗睿熟络地挑了几本童书，便
盘腿坐在地上有滋有味看了起来。
　　广阔天地乡名字缘于 20世纪 50年代那句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的号召。48 岁的黄普
磊原在郑州一家媒体工作，2016 年他萌生了在
村里建一个文化空间的念头，随后便返乡投入
80多万元将自家老宅改建成公益图书馆。
　　“一开始只想建一个图书吧，后来考虑到运
营、管理成本，又加入商业模式，把平时不住的客
房作为民宿共享出去。”黄普磊说，凡是愿意给孩
子义务授课、为村民办公益讲座、义诊或捐助 10
本书的，当天食宿全部免费。通过这种方式吸引
了许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来。
　　“回归的新乡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力
军。”康洁说，为更好发挥他们的作用，河南探索
“乡村民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特色小镇+乡
村公共文化服务”等新模式，为农民提供阅读推
广、小微讲座、艺术培训等特色文化服务项目。
其中，仅一鸣书居这种新型农家书屋已在河南
建设了近 20家。
　　闲暇时，黄普磊常邀请村民们喝茶聊天。最
近他发现，不少村民给家里添置了茶具、在房前
屋后种上了竹子，连村里的道路都被起上了有
诗意的名字。如今，村民待客的新风尚不再是喝
酒打牌，而是到一鸣书居“打卡”、品茶。

从送文化 、种文化到创文化
解码乡村文化振兴的河南探索

  ▲ 10 月 14 日，李学战（左）通过自己设
计的“跳舞小熊”给学生讲解力学原理。

  今年 58 岁的李学战是江西省芦溪县宣
风镇中心学校的科技课老师，每当他拖着一
个大行李箱出现，总会引来许多学生的追逐。

  行李箱拖进教室，一节科技课正式开始。

行李箱里装着旧筷子、旧光盘和线绳等教材，
制作“小转车”比赛便在课堂上展开，活跃的
课堂上不时传来学生的惊叹声。

  教室后面摆放着李学战和学生们制作的各
种作品，“拉线转盘”“迷你气压火箭”“跳舞小
熊”……通过制作各种手工作品，李学战向学生
普及生活中的科学原理。李学战创意丰富，学生
和其他老师称他为“顽童老师”。

  1996 年，李学战从语文老师转岗成科技课
老师。由于当时学校教具匮乏，闲暇之余，李学
战常常骑车到学校附近收集废旧材料，然后进
行整理、归类、清洗、消毒。

  “受客观条件影响，农村学校的科技课堂
与城里的还有一定差距，我希望尽自己努力
让这里的孩子不掉队。”李学战说。

  “近年来，随着条件的改善，需要什么材
料可以申购，但我还是坚持使用废弃品，自己
制作让学生更有成就感。”李学战说。

  学校党支部书记易志红说，2008 年以
来，学校师生创作的科技作品，获国家、省、市
级奖励 200 余项。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顽顽童童老老师师””与与

他他的的百百宝宝课课堂堂

　　中考体育升至 100 分，
与语数外分数持平，音乐、美
术共计 40 分…… 10 月 28
日，云南省教育厅举行“云南
省初中学生体育美育考试方
案听证会”，音体美中考分数
比 重 大 幅 增 加 成 为 舆 论
焦点。

　　把音体美纳入中考 、加
大比重，无疑会让家长提高
对相关教育的重视程度，使
音体美摆脱“边缘科目”的尴
尬地位，许多人为之鼓掌叫
好。但把兴趣化为分数是否
合适 、改革是否变相给学生
增负，也成为不少人的担忧。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
魄”。让孩子多参加体育锻
炼，多培养兴趣爱好，拥有健
康快乐的人生，早已成为许
多家长的期盼与共识。从国
家层面来说，扭转当下“小眼
镜”“小胖墩”扎堆的现象，让
年青一代拥有强健的体魄 、
良好的艺术修养，也是当下
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 、大势
所趋。

　　然而，云南把音体美纳
入中考的方案面世后，却未
能收获一致支持赞许。分析
师生家长们的担忧，无外乎
以下几点。

　　其一，考试指标设置是
否科学公平，是否考虑到了
孩子的个体差异？
　　每个孩子的先天条件各
不相同，云南省此次出台的
方案也考虑了这一点，比如
在体育测试的身高体重指
数 、肺活量体重指数上强调
学生个体在初中三年时间纵
向比较，而非学生之间横向
比较。但在视力测试上，学生
视力低于 4.8 将被扣分，许
多家长认为这忽略了学生的
先天条件，可能有失公平。

　　其二，音体美纳入中考
是否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学生
成绩差距？不可忽视的是，当
前我国城乡教育在师资配
置 、软硬件设施等方面仍有
较大差距，而这一差距在音体美教育上体现
尤为明显。特别是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云南，
农村地区体育 、音乐 、美术老师数量缺口较
大，设施配备也与城市有差距，音体美考试是
否会拉大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之间的成绩差
距，也是教育部门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其三，也是许多家长最为焦虑的，是这项
原本旨在增强学生音体美综合素质的教育改
革，是否会变相增加学生负担？
  不可否认，有考试就会有压力，特别是涉
及孩子升学择校的中考，面对升学压力，家长
与学生每一分都会尽全力争取。也难怪，“改
革方案”刚刚面世，许多家长已经开始在微信
群里直呼要不要给孩子报班补课了。甚至有
不少家长担心，音体美纳入中考后会迅速带
火相关科目的校外培训产业。

　　家长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近年来，教育部
门三令五申为中小学生减负，比如严禁补课、
减轻作业量等等，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素质教
育当中。而当下，学生负担不小，如今又增加
了音体美考试，学生的应试压力可能继续
增加。

　　毕竟，学生的精力是有限的。教育部门推
行素质教育更应打好“组合拳”，在做好音体
美教育“加法”的同时，也应扎实做好“减法”，
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减负工作，让学生有时间、
有精力、有兴趣投入到音体美教育之中，真正
实现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本报评论员
   庞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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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减负：全市小学“每周一日无作业”

　　新华社太原 10 月 29 日电（记者王菲菲）每
周一日无作业、适当布置体育和家务作业……
针对家长和学生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作业负担
过重问题，太原市日前出台新规，明确今后中小
学要控制书面作业总量，全市小学实行“每周一
日无作业”制度。
　　据一些家长反映，目前太原市不少小学作
业量较大，有些年级作业难度大，超过学生认知
能力，比如让低年级学生参加问卷调查，写心得
体会文章等。同时，各科老师每天通过家长微信

群布置作业，孩子放学后，自己都不知道作业是
什么，还需问家长。
　　针对这些问题，太原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出台相应措施。太原市规定，今后，中小学由
年级组统筹作业总量，作业难度不得超过课标
要求、不得超出学生认知水平和能力水平。各学
校原则上不通过微信、QQ 群布置作业，将记录
作业的权利和能力还给学生。
　　同时，太原市将在全市推行“每周一日无作
业”制度。据了解，这一制度之前在一些小学已

经实行。太原市新建路小学校长冯荷霞介绍，学
校每周三都不布置作业，学生在校内托管时间
内，可以去上形式多样的兴趣课程，如创意画、
面塑、剪纸、戏曲、游泳等。“不仅减轻了负担，更
丰富了他们的兴趣爱好，提升了综合素质。”冯
荷霞说。
　　太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造成中
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行为，实行零容忍，举报
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太原市政府督导部
门要将减负工作列入教育督导重点内容。

　　新华社南宁 10 月 29 日电（记者王念、卢羡
婷）这是一幅国画作品：毛南山乡，圩日街头，毛
南族整族脱贫的消息传来，当地群众欢欣鼓舞，
一位头顶花竹帽的毛南族妇女举着手机，迫不及
待地分享喜讯，身旁的群众有的喜上眉梢，有的
奔走相告，年幼的孩童也仰头张望手机屏幕……
　　这幅反映毛南族整族脱贫的巨幅国画，如
今悬挂在广西美术馆“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主题展的展厅里，许多观众驻足观看，沉
入画中的世界。作者袁俊袖说，一幅画见证一个
时代发展的片段，创作这幅画正是要记录脱贫
攻坚的伟大成就，与时代形成共鸣。
　　画家袁俊袖长期关注民族地区脱贫进程，
得知毛南族整族脱贫，年过花甲的他挥毫泼墨，
以生动的画面勾勒出毛南族群众的喜悦。“老百

姓感受最深刻的，也就是我们感受最深刻的。”
　　近年来，袁俊袖创作了 30多幅脱贫攻坚题
材的作品，在他笔下，时代楷模黄文秀等扶贫干
部形象跃然纸上，在精准扶贫政策帮扶下发生
历史性巨变的山乡新貌尽入画中。“我的前半生
见证了扶贫的历程与成效，后半生要用画笔创
作出有温度的作品。”
　　为时代“画像”，为人民抒怀，广西活跃着大
批像袁俊袖一样有担当的艺术家。在广西美术
馆里，近 800件脱贫攻坚主题作品集中展出，这
些作品聚焦八桂大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火热实
践，描绘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定格逐梦小康的
幸福表情，浓墨重彩展现脱贫攻坚壮丽画卷。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一大批扶贫
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工作，贫困地区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艺术家应该用艺术形式记录
时代变迁，让人们从中获得精神力量。”广西美术
馆馆长龙建辉说。
　　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近两年
来，广西美术馆先后组织全国 60 多位艺术家，
深入贫困山乡实地考察、写生，感受农村发展变
化，很多艺术家下基层后，一面参与扶贫，一面
思考、创作，取得了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
　　广西美术馆开馆 7 年来，举办了数十场反
映重大历史题材、讴歌时代主题的展览，不仅为
艺术家们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更为群众提
供了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
　　“扶贫系列创作对我来说仅仅是开始，我还
会与画家们一道用丹青挥洒希望与喜悦，续写
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袁俊袖说。

八桂脱贫人欢喜，山乡巨变入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