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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4日电 （李龙伊、治粤丹）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7 月 31 日晚，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创作的

首部退役军人题材话剧《兵心》在解放军歌剧院举行首演。

该剧围绕一名军队离休干部帮助家人和老战友找回“兵

心”展开叙事，充分展现出一代代军人和退役军人对党忠诚、

兵心如磐的坚定信念和使命担当。

据悉，该剧将作为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党史学习教育的生

动教材，在北京、河北、辽宁等 10 余个省份巡回演出，激励广

大退役军人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话剧《兵心》在京首演

本报北京 8月 4日电 （记者余建斌）8 月 4 日 19 时 01 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多媒

体贝塔试验 A/B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82 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多媒体贝塔试验 A/B 卫星

本报重庆 8月 4日电 （记者蒋云龙）重庆市丰都县文化

旅游资源丰厚，丰都县文旅委从多方面入手，把传承千年的丰

都民俗文化保护好、继承好、发展好，以文彰旅、以旅促文。

当地定期召开民俗文化研讨会，挖掘文化内涵，提炼文化

品质，赋予丰都“扬善、惩恶、公正、和美”的时代价值。把更多

民俗文化内容、文化符号注入景区，讲“有意义、有意思”的故

事，让游客循着故事来、带着故事走，让景区成为践行传统文

化教育、美德教育的生动教材和宝贵资源。大力发展“旅游+
演艺”“旅游+教育”等旅游新业态，推出“丰都庙会”“中元节”

等文化节会活动，将名山打造成有温度、有故事、有品位、有体

验的文化旅游产品。丰都县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通

过文化增强旅游吸引力，据悉，丰都名山景区年接待游客超

3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2 亿元，带动数万群众吃上了

“旅游饭”，走上了“致富路”，助力丰都乡村振兴和旅游文化名

城建设。

重庆丰都发展民俗文化助推文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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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抚州市历史底蕴深厚，素有“才子

之乡”美称，是临川文化的生成地，曾孕育出

王安石、汤显祖等文化名人，汤显祖的“临川

四梦”更是戏剧经典。

抚州结合地方特色，探索优秀传统文化

的当代价值，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

高。“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

希望提高我们的文化服务效能，让优秀文化

占领基层文化阵地，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抚州市文广新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

宁广说。

挖掘特色，非遗走进生活

“ 但 是 相 思 莫 相 负 ，牡 丹 亭 上 三 生 路

……”这是抚州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创排的盱

河高腔版《牡丹亭》。

盱河戏原是流传于抚州广昌县境内的一

个古老剧种，2017 年，抚州文化艺术发展中

心用传统的盱河高腔演绎《牡丹亭》，获得观

众好评。作品在国内多个城市巡演，还走出

国门，在新西兰和墨西哥唱响，让盱河高腔这

一古老剧种得到更好传承。

宜黄戏、广昌孟戏、南丰跳傩……抚州有

“三戏四舞”的深厚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当地

将汤显祖文化品牌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公共文化服务有机结合，开辟了一条“抚

州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道路。

抚州乐安县实验学校里，学生们跳的健

身操别具一格。学校里的体育教师将非物质

文化遗产乐安傩舞编创成傩舞健身操，让学

生们进行体育锻炼。傩舞健身操既保留了民

间傩舞的特点，又具有简明易学、适宜推广的

特征。另外，该校还将傩面具彩绘融入美术

课堂，通过绘画比赛、作品展览等多种形式，

传承傩舞艺术，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

乐安县还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举办

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系列活动，并建设非

遗小镇，展示当地乐安蛋雕、竹衣工艺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让群众享受非遗文化服务。

文化惠民，演出下沉乡村

“是非要分明，做事凭良心……”这是抚

州市吉祥虎剧团正在紧锣密鼓地彩排传统采

茶戏剧目《双玉燕》。

在今年送戏下乡活动的招标中，吉祥虎

剧团中标了抚州市区 6 个露天小戏台的演

出，8 月开始的每周五至周日晚，都会为观众

带来采茶戏表演。

吉祥虎剧团团长黄原虎带领剧团参加文

化惠民演出已经有四五年时间。“我们每年都

会演，每场都能有五六百名观众，大家搬着小

板凳，早早地等在戏台前。”回忆起演出盛况，

黄原虎的语调都提高了些，“但我们还要更加

努力排练，现在大家的欣赏水平越来越高，对

我们来说是压力更是动力。”

每个月每个乡镇至少要有一台好戏、一

场电影，近年来抚州已累计开展送戏下乡、送

电影下乡和各种节日主题活动近万场。

今年 57 岁的张银华，笑起来眼睛就眯成

一条缝。张银华担任过镇里广播站的报道

员，当过主持人、会唱歌、会采茶戏，还会自编

自导自演小品，热爱文艺又热心的他跟着文

化局的送戏下乡演出队，在资溪大山中的村

子演出，至今已超过 1200 场。

2017 年 7 月，张银华开始担任莒洲村的

驻村第一书记。他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工作，

创作小品《我要致富》，在资溪县的村镇演了

70 场。不仅如此，张银华还在村里收集民俗

文化用品和农耕工具，建立了农耕民俗文化

展览馆，带火了村子的旅游。

像张银华这样志愿从事文化服务的人还

有很多。抚州市文化局整合县区群众文艺资

源，成立了文化志愿者队伍，鼓励文化志愿者

下基层帮扶，开展村文化志愿者队伍培训活

动超过千场，动员文化志愿者走进乡村，感受

民俗民风，创作优秀文化作品，同时带去艺术

培训，为农民普及艺术知识。

设施升级，服务覆盖全域

“妈妈，当我把地铁、车站和一张纸的表

格贴在梦乡，我仿佛听到来自塬上的一声叹

息。”资溪县高速出口处的游客集散中心，24
小时智慧书吧里传来清脆的朗读声。

智慧书吧面积不大，三五张木桌，舒适的

沙发，阳光穿过透明的玻璃门洒在“溪畔读书

会”的横幅上。在资溪县作家协会主席黄吉

勇的带领下，读书爱好者正在进行读书会的

第 一 个 环 节 ，朗 诵 各 自 最 近 看 到 的 诗 作 或

文章。

不仅是在游客集散中心，如今，沿着大觉

溪修建的大觉山大道上已经开辟了 6 个“最

美阅读空间”，分散在大觉山脚下的南源民宿

区、花儿写生基地等特色地标处。“群众在阅

读空间读书已经成为资溪一道亮丽的风景。”

资溪县图书馆馆长涂文静说。

2016 年以来，为了建设覆盖全域的公共

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在对已有的图书馆、汤显

祖大剧院等进行提升改造的同时，抚州新建

或改扩建 4 个公共文化馆、5 个公共图书馆

等，建筑面积超过 3 万平方米，还建设了 8 个

露天小戏台，用来举办惠民演出。

总投资 2 亿元的临川文化中心，包括剧

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设施。其中临

川区图书馆里有智能书架，还有主题各异的

阅读区域、书法室、国学室等不同功能区，还

收藏有盲文图书和有声读物，设有智能听书

机、助视器的特殊阅览室，目前项目已经建设

完成，预计下半年将正式向公众开放。临川

一中、临川二中和临川第五小学都在文化中

心附近，方便学生前来借书学习。

“临川历史悠久，希望图书馆也能成为临

川文化的展示平台。”临川区图书馆馆长付常

倩说。从 2016 年开始，抚州公共图书馆图书

总藏量提高了 40%，年度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提高了 45%。

上图：位于汤显祖纪念馆内的小戏台四

梦台。 本报记者 杨颜菲摄

挖掘历史底蕴，丰富百姓舞台，江西抚州——

临川文化新传承
本报记者 朱 磊 杨颜菲

建设覆盖全域的基础
设施，每个月给每个乡镇
送去一台好戏、一场电影，
非遗项目走进课堂、社区
……江西抚州挖掘历史底
蕴，围绕当地特色，探索优
秀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的
对接方式，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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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R 本报兰州 8月 4日电 （记者赵帅杰）记者近日从甘肃和

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获悉：我国科学家最近在甘肃临夏盆地

首次发现了隐匿剑齿虎带有颊齿的下颌骨化石。这为研究晚

中新世剑齿虎属演化和迁徙路径补上了关键一环。该项研究

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云南玉溪师范学院古

生物研究中心领衔，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和云南大学参与

完成，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历史生物学》。

甘肃临夏盆地首次发现剑齿虎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