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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第四届中国（宁

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

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国内外的

440多名嘉宾齐聚“塞上江南”。

葡萄酒已成为宁夏的一张

名片。截至 2023 年底，宁夏酿

酒葡萄基地开发面积超过 60万

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近 40%，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酿酒葡萄集

中连片产区，年产葡萄酒 1.4 亿

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

近 50%。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在国际大赛中已多次获奖，

远销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文旅融合见证
生态之变

葡萄园里一片翠绿，游客

在 藤 蔓 下 采 摘 、拍 照 ；地 下 酒

窖，橡木桶内酝酿着美味的葡

萄酒……在银川市西夏区，贺

兰山废弃矿坑修复后建成的志

辉源石酒庄，引来众多游客。

葡 萄 美 酒 ，折 射 生 态 之

变。近年来，宁夏将葡萄酒产

业和黄河滩区治理及生态恢复

结合起来，集中建设了 195 公

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在“深

沟浅种”种植方式和节水灌溉

技术助力下，荒滩变成绿洲，曾

经 的 废 弃 矿 坑 变 成 了 旅 游 景

点。据统计，依托发展葡萄酒

产业，贺兰山东麓已有 35 万亩荒滩地披绿。

博览会期间，葡萄酒庄让外国嘉宾流连忘返。“酒庄

风格各异，有的是中式园林，有的是线性结构，有的与连

绵起伏的贺兰山相映衬。”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

约翰·巴克说。

近年来，宁夏将打造贺兰山东麓世界级葡萄酒旅游

目的地纳入文旅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葡萄酒庄在“酒

旅融合”中迸发发展活力。

长河落日，黄河奔腾，大漠星光……众多葡萄酒庄与

宁夏其他景点串珠成链，成为亲子采摘、研学实践、自酿

酒体验的好去处。目前，宁夏已建成葡萄酒庄 130 家，年

接待游客超过 300 万人次，由旅游带动的葡萄酒销售额

占总销售额的 50%。

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手机上，葡萄园的土壤温湿度和灌溉数据一目了然；滴

灌开关能一键实现自动化精准灌溉；虫情防治设备不仅能自

动捕获害虫，还能收集虫害信息，供科研人员研究使用……

宁夏葡萄酒产业精细化、自动化、机械化程度不断提

升。近年来，宁夏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针对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技术瓶

颈开展科技攻关和成果推广，实施重大成果转化项目 20
余项。不久前公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名

单中，与葡萄酒产业相关的有一等奖 1项、二等奖 4项。

走进位于宁夏吴忠市的西鸽酒庄，215 个发酵罐只

需要 10 个人管理。“通过手机，酿酒师可以远程监控每个

发酵罐的状况，还能实时调控发酵罐温度。”酒庄助理酿

酒师王斐介绍。

葡萄园区物联网技术、混酿葡萄酒物质和感官预测

系统、基于仿生原理的橡木替代材料……科技创新，为宁

夏葡萄酒产业发展装上了引擎。

目前，宁夏已建立葡萄酒技术标准体系，先后制定 41
项技术标准，集成推广了浅清沟、斜上架、深施肥等一批关

键技术，培育酿酒葡萄杂交群体 66个、筛选优系 3个。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陈

自军介绍，宁夏围绕葡萄酒产业加强人才引进培育，“我

们已培养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3 人、青年拔尖人才 12 人。”

富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我每年在葡萄园务工 8 个月，月收入 6000 多元。”在

吴忠市红寺堡区一家酒庄务工的李向琴，正在操作园区

的灌溉设施，“附近村庄里，几乎家家户户的工作都和葡

萄酒产业相关。”

从种植、采摘、酿造、运输到销售，葡萄酒产业每年为

当地农村居民提供工作岗位超过 13 万个。

“酒庄的活很多，通常能从每年 2 月忙到年底，我们

的收入也很稳定。”在志辉源石酒庄附近的银川市西夏区

镇北堡镇，德林村村民刘辉和老伴在酒庄做保洁，每人月

薪 4000 元；儿子儿媳在酒庄做运输，每人月薪 6000 元。

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宁夏还开发葡萄酒观光体验工厂、

葡萄酒庄精品民宿酒店等附属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银川市西夏区昊苑村分布着 19座酒庄，有近 1.8万亩

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去年，我们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
万元，大部分收入来自葡萄酒相关产业。”昊苑村党支部书

记曹东旭说，昊苑村是个移民村，刚搬来时这里还是片沙

土地，如今建起一座座酒庄，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带动

了村民就业。村里发展葡萄酒品鉴、农事体验、特色民宿

等休闲度假新业态，年旅游收入超 500万元。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 300 亿元，每年

为当地农民带来约 9 亿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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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72 岁，是河南省鄢陵县彭店镇

谢坊村的村民，也是一个老戏迷，十来岁时

就看“板车剧团”的戏。为了追戏，我曾骑车

去县城、跑百公里外的市里去看。有时，就

算饿着肚子，也要把一出戏听完。

几十年过去了，我听戏的热情没有减

弱，反而兴趣更浓了。去年冬天，村里邻居

从县城回来说：老赵，南关桥东头在搭戏台，

快开演了！我一听就来劲儿了，带着水和面

包 ，骑 着 电 动 三 轮 车 跑 了 30 多 里 。 图 啥

哩？啥也不图，就是热爱嘛！

听戏，为我的生活打开一扇窗，不仅是

一种消遣，还能感受其中的真善美。不仅有

《朝阳沟》这种知名剧目，还有《杏花营》这类

反映百姓生产生活的地方戏；“板车剧团”新

戏《焦裕禄在彭店》，展现了焦裕禄同志一心

为民的故事，让人感动……

因为看戏，我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戏

迷，大家结伴看戏，久而久之也成了朋友。

有时，我们会围坐一起、哼唱一段，唱得不一

定有多好，但很开心……

（本报记者张文豪采访整理）

听戏，为生活打开一扇窗
赵培龙

本报北京 8月 12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从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 月 12 日至 18 日，百日千万招聘专

项行动推出电子通信、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行业 3 个线上

招聘专场，共有 1.4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超 13
万人次。

电子通信行业专场提供光学工程师、项目经理、嵌入

式软件工程师、算法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 13 万人

次；先进制造行业专场提供材料工程师、测试工程师、集成

电路设计、市场开发等岗位，招聘需求超 1500 人次；生物

医药行业专场提供临床医师、中医医师、药剂师、影像医师

等岗位，招聘需求超 1500 人次。同时，推出服务业、软件

业、旅游业等行业专场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

群体专场直播带岗活动 18 场，共提供岗位 8148 个。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专场招聘

■■守望守望··文化惠民①文化惠民①R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上山上到顶上山上到顶，，下乡下下乡下
到底到底”，”，上世纪上世纪 6060 年代开年代开
始始，，河南许昌鄢陵县豫剧团河南许昌鄢陵县豫剧团
的演员们的演员们，，拉着自制木板拉着自制木板
车车，，行走阡陌行走阡陌、、坚守田畴坚守田畴，，到到
千村万户送戏千村万户送戏，，让豫剧在田让豫剧在田
间地头经久传唱间地头经久传唱。。历经六历经六
十载十载，，从最早的板车从最早的板车、、架子架子
车车，，到如今的大篷汽车到如今的大篷汽车、、流流
动舞台车动舞台车，，时代在变迁时代在变迁、、设设
备在更新备在更新、、曲目在创新曲目在创新，，不不
变的是一代代剧团演员们变的是一代代剧团演员们
服务乡亲服务乡亲、、文化惠民的初文化惠民的初
心心。。前不久前不久，，鄢陵县豫剧团鄢陵县豫剧团
演员们又出发了演员们又出发了，，这一次这一次，，
他们为乡亲们带来了怎样他们为乡亲们带来了怎样
的文化大餐的文化大餐？？

■感言R

傍晚时分，天气渐渐凉爽。河南许昌鄢

陵 县 彭 店 镇 谢 坊 村 ，村 委 会 大 院 挤 满 了 人 。

72 岁的老戏迷赵培龙手摇蒲扇，守在戏台最

近的位置……听说村里来了戏班，他早早备

好小马扎，“每隔一段时间，就想听听剧团的

戏，好着哩！”

上世纪 60 年代，鄢陵县豫剧团的演员拉

着自制木板车，“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底”，为

千村万户送戏。几辆简易板车，拼成流动舞

台，“板车送戏”的故事从此流传开来。60 年

来，曾经下乡用的板车虽已退出舞台，但几代

演员历经风雨，仍行走田畴阡陌，把送戏下乡

的传统保留下来。

送 戏

“自制板车作戏台，不给
村民添麻烦”

一阵开演的闹台锣鼓过后，演员依次登

场。舞台上，75 岁的老团长冯振庭清了清嗓

子，随着音乐起，他开始了剧目《三哭殿》的演

出，团里成员配合默契，唱腔声声，精彩纷呈，

赢得台下连连喝彩。

“老喽！我已经退休了，但唱了一辈子戏，

离不开舞台！”冯振庭说，如今，只要剧团有需

要，他还是会穿上戏服、戴上盔帽，和年轻演员

一起下乡演出，“你说，咱们剧团的舞台在哪

里？不就在乡亲们的身边嘛，这也是组建‘板

车剧团’的初衷。”

豫中许昌被评为首批河南省戏曲之乡，鄢

陵县则是当地出名的“戏窝子”。老演员杨凤

娥 1958 年入团学戏时只有 12 岁，谈起“板车剧

团”，已近耄耋之年的她有说不完的故事。

“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对戏曲有很深的感

情。以前，村民听戏都得盼着逢年过节到镇里

去听，哪能在家门口听得上戏呢！现在可不一

样了，出了家门就有戏台子！”杨凤娥说。

1952 年，鄢陵县豫剧团成立。上世纪 60
年代，请剧团来唱戏，是村里的大事。“村里用

下田的牛拉车接送演员，村民帮着搭建舞台。

常常是为了一场戏，大伙忙活好几天。”杨凤娥

回忆。

“自制板车作戏台，不给村民添麻烦。”杨

凤娥说，剧团从农村木板车、架子车找灵感，通

过不断改良，设计了由板车组成的流动舞台。

车 队 由 起 初

的 4 辆 、6 辆 ，

增 加 到 8 辆 。

到 了 演 出 地

点，板车拼对

固 定 ，立 杆 、

搭棚、挂幕，一个

有模有样的舞台

就搭建好了。

贺 贵 鑫 1970
年 入 团 ，当 时 年

富 力 强 的 他 ，成

了 8 号 板 车 的 主

力车手。说是车

手 ，其 实 更 像 纤

夫。老人从口袋

里摸出一张剧团老照片，给记者看。泛黄的黑

白照片中，一众演员拽着绳索、拉着板车，行进

在乡间小路上。身后板车上，装满戏服、道具

和锅灶等物品。

贺贵鑫回忆，那时候送戏下乡，常常要辗

转多地，吃饭自备锅灶，住宿则常常在学校教

室里临时将就。没有床铺，就在地上多铺几层

干草；窗户漏风，就用玉米秆挡住。条件太艰

苦了，只好让女演员借宿在村民家……

在那个物质尚不充裕的年代，剧团用板车

送来了精神食粮。借助板车，剧团走到了离家

更远的山区，把戏送到了离村民更近的田埂。

“板车剧团”也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集体、“三

下乡”先进单位，成为当地基层文艺战线的一

面旗帜。

随着时代的发展，板车逐渐退出了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东风汽车。2007 年，剧

团收到了有关部门统一配送的流动舞台车，送

戏下乡器材运输难、临时搭台难、转点难等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30 年前我进团时，已经没有板车了，但

还是叫‘板车剧团’，因为艰苦奋斗、节俭办团、

一年四季服务群众的优良传统一直在传承。”

演员任翠红说。

坚 守

“演出用的道具，能自己
动手做的我们就自己做”

从谢坊村送戏归来，次日一早，剧团成员

便投入日常排演中。排练室隔壁的办公区，几

张方桌拼在一起，成了大家对台词、讨论剧本

的场地。座位不够，又在四面加放了长椅、长

凳，成了“回”字形布局。

“巴掌大的地儿，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把

大伙聚起来的地方。”任翠红说，“夏天没有空

调，戏服都能拧出汗水来。”

“板车剧团”现任团长贾鄢华坦言，上世

纪 90 年代以来，剧团开始自谋生路、自负盈

亏。受文娱消费多样化的影响，剧团的经营

开始走下坡路。贾鄢华说，为了糊口，大家开

始各自找营生，“像我，就一度蹬三轮车卖菜

养家糊口。”

老演员汪其中在工地找到了一份零工，每

天能挣 100 多元。但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只要

团里通知下乡，他便连夜往回赶，“唱戏是本

行，不能忘了本。经营再困难，也不能放弃为

村民唱戏”。

贾鄢华回忆，自己 2017 年接手时，剧团经

营已开始慢慢恢复，但状况依然不容乐观。经

常使用的盔帽，一般戴两三年就要换新，但剧

团的盔帽已经用了十来年，不仅暗淡无光，上

面的珠子也基本掉光了。“有时一场戏下来，卸

装时发现，珠子又少了好几颗。”

“有台口才能挣钱养活自己。”贾鄢华说，

为了让剧团坚持下来，大家四处找戏源，甚至

接一些商业演出来填补剧团亏空，“多的时候

一天要唱 5 场戏”。近年来，许昌持续推进“舞

台艺术送基层”等惠民演出活动，帮助剧团度

过了困难阶段。

在青年演员王笑笑看来，现在是“苦并

快乐着”。今年 5 月中旬，剧团在周口市

西 华 县 下 乡 演 出 ，一 天 3 场 、一 连 10
天。顶着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他背

负 近 20 斤 的 行 头 在 台 上 翻 转 腾

挪。“一天下来，常常累得饭都

不 想 吃 。”王 笑 笑 说 ，虽 然 辛

苦 ，但 当 听 到 台 下 村 民 的 喝

彩与掌声，他又有了力气。

王笑笑说，自己入团 10
年，服装、设备、灯光、音响等

都有了很大提升，但“艰苦奋

斗、节俭办团”的宗旨仍在延

续。“演出用的道具，能自己动

手做的我们就自己做，能多用

几年的，我们就多用几年。”

传 承

“待在农村、行走
田埂，这个舞台就很大”

“金正月、银二月，稀稀拉拉

三四月。”在剧团，有这样的老说

法，过了上半年的“黄金档”，演

出便相对减少。这时候，创作

新剧本、排演新剧目，也成了剧

团的一项重要工作。

进入 7 月，剧团正在紧锣密

鼓排演新戏《彩礼情缘》。“哑排、响

排都结束了，马上要彩排。”贾鄢华

说，前些年下乡演出时发现，一些农村

高价彩礼现象依旧存在，有些甚至超出

一般家庭承受能力。新戏讲述一对当代

青年，摒弃落后习俗、走上创业致富路的

故事。

“不能老演老戏、老戏老演。要跟紧时

代，剧团才能长远发展。”贾鄢华表示，近年

来，剧团相继排演了《少年甘罗》《焦裕禄在彭

店》等 10 余部新剧目，通过作品弘扬新风尚，

用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排练室一角，有一个小舞台。剧团挤出了

30 平方米的区域，装修成室内舞台，开展网上

直播。高峰时，吸引了 2 万多人在线观看。

后台化装、大锅做饭、台下排练……借助

短视频平台，青年演员聂俊丽时常分享台前幕

后。她来自河南安阳，父亲拉得一手好板胡，

但父亲懂得唱戏的辛苦，不愿女儿学戏。谁承

想，从小受到熏陶的聂俊丽，还是迷上了戏曲

……大学毕业后，聂俊丽进入豫北一家剧团。

几年前，“板车剧团”一名青衣演员生病，她前

来救场，从此留了下来，如今已成了剧团主力

成员，“父亲到现场看了我的表演，感到很欣

慰，鼓励我坚持下去！”

新生力量不断注入，才能改变县剧团青黄

不接的现状。贾鄢华表示，剧团目前 45 岁以

上的演职人员近八成，希望能有更多年轻演员

加入。

去年，“板车剧团”共演出 633 场，其中公

益演出 113 场。今年以来，剧团已辗转河南、

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等多地。“剧团将继续服

务乡村，不论人多人少、戏多戏少，只要听到锣

鼓响，就会唱下去、唱出更高水平。”贾鄢华说。

不久前，“板车剧团”申请到一辆崭新的大

篷汽车，还没舍得用。车辆由文化和旅游部、

财政部配送，采用全液压系统，两侧车门可自

动打开、升降、铺展，不一会儿，一个 80 平方米

的舞台就搭建好了。

“感觉戏台还是小了点。”记者说。“足够

了。待在农村、行走田埂，这个舞台就很大。”

对未来，贾鄢华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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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剧团演员林国华在翻新盔帽。

本报记者 张文豪摄

图②：村民在看戏。 牛书培摄

图③：“板车剧团”演出现场。牛书培摄

图④：“板车剧团”旧照。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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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各地坚持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

两手抓、两促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

纪前提下安心工作、放手干事，锐意进取、积极

作为。

武夷山国家公园 1 号风景道朱子文化园

二期项目现场，机械轰鸣。项目进展如何？现

场管理有无纰漏？戴着安全帽，福建省南平市

武夷山市五夫镇镇长叶维沁仔细查看。

南平市结合党纪学习教育，根据《条例》细

化制定工程建设负面清单，严禁相关部门及其

人员采取暗示、授意、打招呼等方式干预和插

手项目建设；出台深化拓展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十条措施，让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基础上放

手干、大胆干、安心干。

河北省邯郸市将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同完

成城市更新“出亮点、补短板、疏堵点”攻坚行

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产业转型升级、重点项

目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真正把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行动准绳。

江苏省泗洪县用好县内大王庄红色文化

旅游区、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纪念馆等红色资

源，发挥村级廉政文化阵地优势，通过实例讲

解、实境教学等方式，引导党员、干部在学纪中

筑牢党性根基，在知纪中及时校准偏差，在明

纪中强化自我锤炼，在守纪中奋力实干争先。

“党纪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搞

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不仅弄明白什么不

能干，还要知道应该干什么、怎么干。”云南省大

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爽

说。祥云县在党纪学习教育过程中注重引导党

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放手干事，持续推动

一系列惠企政策落实落地，破除制约营商环境

优化的痛点、堵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杨文明、吴君、张腾扬、王崟欣、

王欣悦、窦皓参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