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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31日电 （记者张天培）

公安部日前下发通知，就做好 2022 年全国

普 通 高 校 招 生 考 试 安 全 保 卫 工 作 进 行 部

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切实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确保今年高

考安全顺利举行。

公安部要求，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集

中开展对考点周边出租屋、网吧等环境复

杂场所的安全检查整治，对可能产生噪声

干扰考试的企业单位提前提醒警示，及时

消除风险隐患。要保持对“助考”违法犯罪

的严打高压态势，全面斩断违法犯罪链条，

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深化作弊器材

源头治理，深挖彻查加工生产销售作弊器

材的“黑工厂”“黑作坊”。要联合有关部门

及时清理网上涉高考虚假信息和作弊等违

法有害信息。要深化对“助考”犯罪精准打

击，加大案件侦办指导力度，对替考作弊等

违法违规行为，密切配合教育部门，及时发

现，严肃查处。

公安部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深入细致做

好考生安全、出行等服务保障。要强化考点

周边秩序维护，持续组织开展“爱心护考”

等公益活动，提供高考应急“绿色通道”。

针对可能发生的考生证件过期、遗忘等突

发状况，提前开通申领更换证件等“绿色通

道”，对加急申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考生

优先受理、优先制证、优先送达；针对涉考

车辆轻微违法，教育警告后及时放行；针对

发生事故、故障的，快速出警处置，必要时提

供协助转运服务。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政策，全力协助做好转运、

隔离等工作，保障“应考尽考”落到实处。

公安部部署护航 2022年高考工作

■新语R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曹雪盟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青年导演、国家一级

演员吴旭在拉萨的日子总是很忙碌：在海拔

高、氧气稀薄的高原，推广儿童剧、排演话

剧，忙得不亦乐乎。这已是他“扎”进西藏的

第五年了。

“好的儿童剧应该是
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

“2008 年，我随着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小

蝌蚪找妈妈》剧组来拉萨。演出后，孩子们

不愿离去，一次次喊着‘你们还要再来’，当

时，我深深感受到这些孩子是那么喜爱儿童

剧、渴望看到儿童剧。”吴旭说。

10 年后，一个援藏的机会来到吴旭面

前，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不久后，他来

到了西藏自治区话剧团。

吴旭希望在这里推广普及儿童剧。可

话 剧 团 的 一 些 人 起 初 并 不 理 解 ，“ 我 们 一

直 创 排 的 都 是 成 人 剧 ，不 需 要 儿 童 剧

……”听 到 这 样 的 声 音 ，吴 旭 心 想 ：“ 当 地

人看儿童剧的机会很少，所以不理解也正

常。我得想办法虚心学习，再与他们分享

艺术见解。”

抓住机会，吴旭组织了几次面对面聊天

会，和话剧团的演职人员谈对儿童剧的认识，

还精心准备了一些儿童剧的影像资料与他们

分享。慢慢地，大家有了一些共识。

时间来到 2019 年，吴旭第二次去西藏，

他组织了一场儿童剧演出观摩活动。孩子

们沉浸其中，欢呼雀跃，很多当地人也感受

到了儿童剧的魅力。

儿童剧创作并不简单。“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有个共识：好的儿童剧应该是孩子喜

欢，大人也喜欢。孩子喜欢，代表通俗易懂，

大人喜欢，说明有深度有厚度。儿童戏剧要

具备优秀戏剧的一切要素，同时还要找到符

合孩子心理特点和接受特点的表达方式。”

吴旭说。

后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西藏自治区

话剧团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在剧目演

出、人才培养、剧目创作等方面给予话剧团

更多帮助。

“目前，话剧团正在创作儿童剧《扎西和

德勒》，一些本地作家也有意愿将儿童文学

作品改编成儿童剧。”吴旭说，“我相信，通过

不懈努力，儿童剧会扎根雪域高原的。”

“ 不 深 入 生 活 ，怎 么
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近 几 年 ，很 多 朋 友 不 知 道 吴 旭 去 哪 里

了，直到他带着话剧《八廓街北院》登上北京

的舞台。

一些朋友也不理解吴旭的选择，不待在

大城市的剧院，只身跑到高原，为了啥？

“在繁华的都市，人很容易浮躁，而浮

躁 是 创 作 的大敌。耐不住寂寞，不深入生

活，怎么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吴旭感慨，“很

多人说我失去了很多，可我觉得更多的是

收获。”

2020 年 7 月，吴旭导演的《八廓街北院》

在拉萨首演，原本只演出一场的计划，被观

众们火热的追捧“打乱”，一直加演到第八

场，才勉强让观众“解渴”。回忆当时的情

景，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团长普布次仁十分激

动：“当时场场爆满，来看戏的人络绎不绝。

有观众说，《八廓街北院》带他们重温了西藏

的改变，看到了自己、照见了内心。”

对于一个来西藏不久的人，要导演一部

西藏题材的作品，谈何容易？

“我始终相信，创作的前提是对生活的深

入体察，必须身入、心入、情入。”吴旭跟随话

剧团走进基层，走进老百姓的院子，和他们深

入交流，一起歌唱，一起欢笑……“虽然空气

稀薄、路途艰难，但很充实。”吴旭说。

创作的灵感汩汩而出。吴旭将他的感

受一一倾注到剧中的人物身上。

看过戏后，北京的观众留言说：“以前

说 起 西 藏 ，我 们 想 到 的 几 乎 都 是 雪 山 、草

原、牦牛，粗犷、豪放、英勇，更多的是粗线

条的。看过剧后，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如此

丰富多彩。”

2020 年，《八廓街北院》作为西藏自治区

话剧团创排的现实主义题材话剧，荣获西藏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剧

目奖，2021 年，这部剧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在

北京上演，获得好评。

“奉献和奋斗的人生
很值得”

“几天不见，身体还好吧！”普布次仁习惯

见面后紧紧握一握吴旭的手，感受一下这个

小伙子的精气神儿。

在 西 藏 工 作 ，也 是 对 身 体 素 质 的 考

验。 2020 年第三次到西藏后，吴旭白天紧

张排练，晚上研讨修改，第二天继续排练。

紧张的工作让他的高原反应更加强烈，疲

倦和疼痛经常折磨得他难以入眠，还曾住

院治疗……

“但是，当高原的孩子们看完儿童剧露

出了会心的笑容，当《八廓街北院》感动了

许多人，当和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成为无话不

谈的好朋友，当家人和朋友对自己的作品肯

定、鼓励和点赞，我就觉得奉献和奋斗的人

生很值得。”吴旭说。

吴 旭 2018 年 去 西 藏 时 ，他 的 女 儿 才 3
岁，如今已经 8 岁了，她时常自豪地对同学

们说：“我爸爸在离蓝天最近的地方工作，

我爱他！”

吴旭知道后，在高原湿了眼眶……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青年导演吴旭——

让儿童剧扎根雪域高原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我们的新时代

本报银川 5 月 31 日电 （记 者刘峰）近

日，在 2022 年银川市民文化艺术节银川剧院

市民开放日上，原创话剧《情系贺兰》上演，剧

组为观众带来 8 场惠民公益演出。

话剧《情系贺兰》全景式展现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宁夏西海固

地区人民攻坚克难实现“干沙滩变金沙滩”的

动人故事。话剧由银川艺术剧院的演员们以

宁夏方言演绎，增强了现场代入感与艺术表

现力。

原创话剧《情系贺兰》上演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

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宝

藏》《中国诗词大会》《舞千年》等节

目都实现了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

“叫好又叫座”。在此背景下，音乐

类综艺也开始尝试深入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本土化原创路径。从

早期的《天籁之声》《耳畔中国》等的

初步摸索，到《国乐大典》日渐成为

相对稳定的民歌综艺 IP 模式，音乐

类综艺逐步实现与以民歌为代表的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创新。

以今年播出的民歌综艺《春天

花会开》为例，该节目呈现了丰富的

形态和样貌。首先是对《阿瓦尔古

丽》《吉尔拉》等经典民歌的当代改

编。例如，在传统维吾尔族吟唱的

基础上，融入蒙古长调、彝族和藏族

高腔等为歌曲注入新的味道和活

力，艺术感染力更为炽烈。其次是

以《上海产的半导体》《很久》《青春

舞曲》为代表的大胆创新。《上海产

的半导体》由上世纪 60 年代蒙古族

经典民歌《上海半导体》改编而来，

全新的乐队演出版带来了更为贴近

当代青年的舞台呈现。《很久》以《二

十年后再相会》为起点重新填词作

曲，并加入《乌苏里船歌》《冰糖葫

芦》等歌曲的元素，青春活泼又积极

向上。《青春舞曲》将电音元素与民

族唱法结合，增强了歌手的表演张

力。不仅如此，节目还对 21 世纪以

来创作的当代民歌进行了全新演

绎。例如，在原版《莫尼山》的基础

上加入了湖北山歌小调，增添了艺术层次感，《云南》在原曲调的

基础上，融入了纳西小调《三月百花开》，两种不同民族风格、唱

腔进一步增强了原作的艺术表现力。

一段时间以来，强调视觉效果和情节冲突的综艺模式占据荧

屏，如何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拓本土化原

创路径，一直是原创综艺节目面临的挑战。从《天籁之声》《耳畔

中国》到《国乐大典》《春天花会开》，民歌综艺模式的不断沉淀正

在推动民族音乐的新一轮融合创新。当下，我们正迎来新一轮

民歌流行热潮。通过对经典民歌的当代改编和创新演绎，综艺

节目为推动当代民歌的进一步通俗化、流行化做出了积极尝

试。包括民歌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被新一代青少年广泛

接受，其文化创造力和感召力进一步放大，在此基础上，乘着音符

的翅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润物无声地走进更多人的心田。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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