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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华夏先祖繁衍生息的摇

篮。翻开厚重的历史画卷，黄河流域曾出

现众多的音乐体裁和经典曲目，记录着中

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如

《诗经》的诗歌唱诵，汉乐府歌谣、相和歌，

唐代大曲，宋时的诸宫调与元杂剧，明清时

期的鼓词弹唱以及梆子腔等，绝大部分是

在黄河流域孕育形成的。

为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守好

宝贵遗产，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

价值，我们在青海省推出了“2021 黄河民

歌集”活动，意在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活动注重文旅结合，以黄河沿线民歌

文 化 为 核 心 ，将 文 旅 成 果 转 化 为 创 新 项

目。通过举办惠民演出吸引群众和游客，

扩大文化影响力，提升社会效益；演出形式

新颖，现场有学者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带

入式地引领观众听赏沿黄民歌，在享受音

乐美的同时还获得了知识，也培养了观众

群。参演者有民间歌手、职业歌手，还有音

乐学院声乐专业的学生等，他们把原生民

歌、改编民歌、编创民歌和创作歌曲献给观

众，受到欢迎。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用音乐讲好

黄河故事，让我们充分看到它的可持续性，

也让我们踏寻民歌发展的历史足迹，从文化变迁的视角展望未

来。在此过程中，我们希望民间、高校、政府形成联动机制，在政

策和资金支持下，挖掘丰富多样的音乐文化资源，结合学术智慧

和成果，将祖先留存下来的音乐文化转化为音乐艺术生产力，转

化为教材，转化为可以听赏的活态呈现。接下来，我们还准备将

演唱曲目细分为原生型、改编型、编创型、创作型 4 类，这项工程

离不开作曲家们的广泛参与。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用音

乐讲好中国故事，唱出最美的中国声音，让这些历久弥新的旋律

在耳畔长久回荡。

（作者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本报记者刘成友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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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本报广州 9 月 6 日电 （记者姜晓

丹）6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

所“实验 6”综合科学考察船从广州新洲

码头起锚，开始首次航行。此次航行将

赴珠江口—南海北部海域执行多学科综

合观测重要科学任务，为揭示粤港澳大

湾区生态安全调控机理、涡旋多尺度动

力过程与环境效应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

强化观测支持。

右图为 9 月 6 日，“实验 6”综合科学

考察船从广州新洲码头起航。

新华社记者 黄国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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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6 日电 （记者刘阳）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

查·2021 年暑期档调查结果显示，暑期档观众满意度为今年截至

目前档期满意度最高分，居调查开始近 7年来暑期档的第二位。

今年电影暑期档保持多元的内容供给，不同类型题材影片

中均不乏优质作品产出。从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共有 65 部新创

作的国产影片上映，与 2019 年同期的 67 部基本相当；在 12 部重

点调查的国产影片中，11 部影片进入“满意”区间。2021 年暑期

档两部建党 100 周年献礼片《革命者》《1921》和抗疫题材影片

《中国医生》满意度领先，3 部影片悉数进入 2021 年单片满意度

前五名。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

恩数据进行，满意度调查采用影院现场抽样调查、一线从业者和

专家在线调查、大数据抓取分析等方法，以观赏性、思想性和传

播度三大指数对国产电影进行综合评价，并引入新鲜度指标评

价影片创新性。

电影暑期档观众满意度创今年最高

婺剧，俗称“金华戏”，是浙江省主要地

方戏曲剧种之一。

自 2016年以来，浙江婺剧团已 20次登上

央视春晚、新年戏曲晚会、亚洲文化嘉年华等

高规格文艺演出的舞台，出访 49 个国家和地

区，向世界展示中华传统艺术的魅力。

演员 5次获得梅花奖

跪步、吊毛、抢背、扑虎，一连串高难度

动作，把许仙的情绪变化表现得酣畅淋漓。

这是今年 5 月，在江苏南京第三十届中

国戏剧梅花奖的竞演舞台上，浙江婺剧艺术

研究院（浙江婺剧团）文武小生楼胜在演出

婺剧折子戏《断桥》。

“难怪婺剧版的《断桥》有‘唱煞白蛇、做

煞 小 青 、跌 煞 许 仙 ’的 说 法 ，文 戏 武 做 ，绝

了。”台下懂行者如是说。

最终，凭借婺剧折子戏专场演出，楼胜

以得票第一的成绩摘得本届梅花奖。至此，

浙江婺剧团已 5 次获得梅花奖，其中演员陈

美兰还是“二度梅”得主。

梅花奖评委、昆曲大武生林为林点评：

“浙江婺剧团展现的不仅是单个演员的个人

技艺，更是所有演职员的‘家族技艺’。”此次

演出，浙江婺剧团派出 130 人的团队，包括服

装、化装、音响、灯光、道具、乐队等，须协作

完成 100多道程序。

确实，“梅花”的多次“绽放”也源自浙江

婺剧团近年来不断深化院团改革的探索和

努力。

成立于 1956 年的浙江婺剧团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陷入低谷，剧场卖不出票，剧

团负债几十万元。1996 年，通过公开竞聘，

当时 27 岁的王晓平当选副团长，两年后担

任团长。此后，剧团相继挂上了 3 块牌子：

金华市三农艺术团、金华市歌舞团和浙江婺

剧团。大剧场、小舞台、流动演出车，演出灵

活、不拘一格。

依托省市两级对婺剧的保护扶持政策，

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2012 年，金华市将浙

江婺剧团改制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更名为

“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2013 年 8 月，金华

市投资 3.3 亿元，在黄金地段的燕尾洲公园

建成中国婺剧院，浙江婺剧团负责“院团合

一”管理，硬件实力大增。

2019 年，金华市出台《关于支持浙江婺

剧艺术研究院发展的若干意见》，“一团一

策”，从加强优秀中青年人才培育、建立健全

考核奖励机制、大力推进婺剧艺术普及、加

大 精 品 创 作 奖 励 力 度 等 方 面 推 出 扶 持 政

策。近几年，浙江婺剧团每年国内外演出达

500多场次。

量身定制演员培养方案

“从没见过节目单上的演员表这样排。”

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原常务副团长赵承

燕讲过这样一件事。2019 年，陈美兰新剧目

创作团队带着复排的婺剧《红灯记》到北京

演出。看到节目单，赵承燕很惊讶：排在前

面的两个主角是四级演员，排在后面的十几

名配角和群演，却是国家一、二级演员。

扮演主角李玉和的李烜宇，在进团不满

3 年、只有 23 岁时就被委以重任，担纲第一主

角。而饰演皮匠、卖粥大嫂、喝粥人、日本宪

兵等配角的，是 8名国家一级演员。

看完演出，赵承燕的疑惑变成了赞叹。

一张节目单，也道出浙江婺剧团新老传承、

“春色满园”的奥秘。“梅花”朵朵背后，有众

多乐意成就他人的“梅花桩”。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婺剧）代表性

传承人、二度梅花奖获得者陈美兰，不到 40
岁就逐渐把舞台让给学生。“一个剧种的发

展，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努力。”她的

学生杨霞云 32 岁时也获得了梅花奖。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如果专

业优秀人才青黄不接，何谈舞台艺术的繁荣

精彩？

为了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作用，浙江婺

剧团根据每名演员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培养

方案。像陈美兰新剧目创作团队，就是浙江

省 重 点 创 新 团 队 之 一 ，目 标 就 是“ 出 人 出

戏”。团队先后打造了《宫锦袍》《基石》《信仰

的味道》等优秀剧目，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等国家级大奖。

为了避免“老人退，新人废”的状况，充

分调动新老演员积极性，让他们结对子，用

师徒传帮带的形式提升后备青年演职员业

务素质，还邀请知名导演指导排戏，以戏带

功。对功底好、肯钻研的青年演职员，以“订

单式”委培模式，选送他们到上海戏剧学院

等院校深造。

培养人才，不光“为剧团”，也要“为剧

种”。王晓平说：“婺剧的传承与发展决不能

仅靠一两家‘龙头’院团，而要整体齐头并

进，打造属于婺剧自己的发展‘生态圈’。”通

过中国（金华）李渔戏剧会、“婺星争辉”婺剧

青年演员挑战赛等活动，比赛和展演相结

合、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继承和创新相结合，

相继培育发掘了一批婺剧新秀。

下基层演出占一半以上

艺术是否精湛、人才是否优秀，得大奖

固然是重要参照，但浙婺人更看重的是如何

更好面向观众，多演一些观众喜欢的剧目。

王晓平说，“婺剧的根在农村，婺剧的生存发

展离不开广大戏迷。”

这些年，浙江婺剧团在各种演出任务繁

忙的情况下，“送戏下乡”的传统不断线，每

年 500余场演出中，下基层演的占一半以上。

王晓平感叹，婺剧有 500 多年历史，一直

有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传统，本身就是高

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时调 6种声腔的合

班。为了满足观众和市场需求，浙江婺剧团

推出戏曲多版本制，从新剧目创作伊始就构

思打造城市版、农村版、海外版等不同版本。

过去只能在剧场里观看的剧目，如今，基层

农村群众也有了在自家门口欣赏的机会。

像《穆桂英》就分 3 个版本：城市版走进

各地剧场巡回演出，时长两小时左右，演员、

乐队配备更丰富，舞美制作更华丽；农村版

则适合深入田间地头，演出时间更长，适应

农村舞台、电力等方面的条件，布景、灯光等

相对简化；海外版则多次赴新加坡、法国等

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断桥》等经典折子

戏，除原型版、校园版、海外版外，还有为临

时重要演出而打造的浓缩版。

不仅如此，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婺

剧，浙江婺剧团还从 2008 年开始实施“婺剧

进校园”活动。目前，全市 100 多所中小学

成为金华市“婺剧进校园”示范学校，其中省

级婺剧传承教学基地 3 所，市级婺剧传承教

学基地 6 所，累计已有 6 万余名青少年接触

到婺剧知识和相关培训。

上图为《穆桂英》剧照。

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供图

浙江婺剧团深化院团改革，年演出达500多场次

小剧种，唱大戏
本报记者 江 南

演员 5 次获得梅花奖、
每年演出达 500 多场次、培
育发掘一批婺剧新秀……近
年来，依托省市两级对婺剧
的保护扶持政策，浙江婺剧
团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增强
院团活力，并通过推出多版
本制、送戏下乡等方式推广
婺剧，让更多人感受这一古
老剧种的魅力。

核心阅读■文化市场新观察R

本报北京 9 月 6 日电 （记 者张贺）近

期，按照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部署安排，

各地“扫黄打非”部门深入开展“护苗 2021”

专项行动，在专项整治暑期文化市场的基础

上，积极开展“护苗·开学季”活动，狠抓净化

校园周边文化市场、打击侵权盗版教材教

辅、清理网上有害不良信息、防止未成年人

网络沉迷 4 项重点任务，为中小学秋季开学

保驾护航。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报显示，2021
年暑期，“扫黄打非”部门加强网上网下文化市

场监管，并开展正面宣传教育，工作成效明

显。7 月和 8 月，全国累计查缴少儿类非法出

版物 52.3 万件，查删网络有害信息 12.6 万余

条，查办侵权盗版案件 177 起，并成功查处多

起涉未成年人色情信息案件。各地建立一批

“护苗”工作站，在学校、街道社区、图书馆、书

城、农家书屋等场所，面向青少年和家长老师

群体，开展“青少年网络安全课”“法治课堂”

等系列“绿书签”宣传教育活动 2400多场次。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今

秋开学季，“扫黄打非”部门将聚焦中小学生

学习所使用的书籍材料及学习用品，常出入

的校园周边文化经营场所，未成年人易接

触、常使用的网站和应用等方面，落实“护

苗”重点任务。

一是迅速开展少儿图书市场专项检查，

依法严查各类侵权盗版行为，杜绝侵权盗版

教材教辅流入校园。二是全面检查校园周边

重点市场点位，重点查验出版物经营资质和

出版物、相关印刷品、放映内容等是否存在夹

杂“黄暴毒”等有害信息，对发现的非法出版

物及有害内容一律依法处置。三是深层清理

重点网站平台不良内容。组织力量加强网络

巡查，及时协调执法部门深度清理重点网站

平台上的对未成年人具有诱导性的不良内

容。对发现的重点线索要扩线深挖，力争成

案，依法惩处，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

度。四是协同破解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难题。

会同出版管理等部门，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通过“净网直通车”工作机制监督网络产

品和服务提供者履行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的相关义务。

此外，为了加强宣传引导，各地“扫黄打

非”部门结合本地实际，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开展“开学第一课”等活动，把网络安全教

育、防范校园欺凌及性侵害、抵制有害信息

和不良文化、预防网络沉迷等主题融入其

中，积极引导未成年人增强安全成长意识、

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净化校园周边文化市场，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

“护苗 2021”专项行动护航开学季

本报北京 9月 6日电 （记者赵婀娜）根据教育部日前印发

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不得超标超前。学科类培训材料

采取校外培训机构内部审核和教育行政部门外部审核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管理办法》明确了材料内容编审标准。对培训材料的思想

性、科学性和适宜性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不得出现超标超前问

题；列出了 12 条负面清单，强调要守牢政治底线，不得出现意识

形态问题，确保正确育人方向。此外，完善了相关人员资质标

准。培训材料编写研发人员必须政治立场坚定，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具有良好的思想品

德和社会形象等；学科类人员应具备相应教师资格证书，非学科

类人员应具备相关行业资质证书或专业能力证明。审核人员还

应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管理办法》要求健全审核把关制度。由审批培训机构的教

育行政部门负责具体的监管工作，实行线上和线下、学科类和非

学科类培训材料分类管理。学科类培训材料采取校外培训机构

内部审核和教育行政部门外部审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双审核。

非学科类培训材料在校外培训机构内部审核基础上，由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协助相应主管部门开展抽查、巡查。对培训材料出

现违规情况的，督促培训机构限期整改，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或查处。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不得超标超前

本版责编：智春丽 管璇悦 曹雪盟

本报北京 9月 6日电 （记者杨昊）中小学生爱国主义影视

教育平台日前在团中央直属网站未来网上线。今年秋季学期开

始，学生可持观影卡扫描二维码实现在线观影，教育部门可通过

平台提供的大数据服务了解学生观影情况，平台参与方可在爱

国主义教育专区上传与活动相关的作品。

利用优秀影片开展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是加强中小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需要。教育部此前发布指导意

见，要求把影视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美育等工作的重要内容，

保障每名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免费观看两次优秀影片，力争用

3 到 5 年时间，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基本普及，形式多样、资源丰

富、常态开展的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机制基本建立。

中小学生爱国主义影视教育平台上线

制图：张芳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