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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汉剧是小时候的事。
我们家虽然离城不远，但俗话说，离城一丈就是乡

棒， 因为乡里的文化生活就是敲锣打鼓吹唢呐、 唱花
鼓、玩灯和偶尔的现代地方文艺演出，时常是什么四个
老汉看火车、四个老婆儿学毛选、四个小伙夯梯田、四
个姑娘逛安康，就是有点八点小戏，也是眉户《赤脚医
生好》《喜看庄稼大丰收》等。 直到上三年级的时候，说
汉剧团要来演《铁流战士》，我们一伙小家伙们老早就
去占位置，谁知临到戏开始，大队来了一伙人朝我们前
面一坐，我们上学的老戏台又高，看不见，只得到边边
去挤大人的空空。 演的是红军到西藏的事，西藏人民从
不理解红军到拥护红军， 打败国民党兵的围追堵截取
得胜利。 戏唱的是听懂一句又听不懂一句的，但从此知
道了汉剧。

回到家，父亲在哼今天剧中的唱腔，我很是好奇！
我知道父亲唱花鼓子在付家河两岸名气很大， 而且和
别人唱的花鼓子不一样，他说叫“下和调”，就好奇地问
父亲怎么会汉剧？ 父亲说：“我在自卫团当特务队队长
时经常去听汉剧， 我们的特务队不是现在电影中的特
务， 当时自卫团的特务队是执行打土匪这样的特别任
务。 汉剧听老戏有意思，黑脸、红脸、花脸、青衣、刀马旦
各有各的味道，什么时间有机会听老戏就好了。 ”听戏
还有“味道”，我一头雾水。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建民改线
路建了个剧院，剧团去演戏，老早打的海报是《小刀会》和
折子戏《李逵下山》，父亲约他的几个老伙计一块去看戏，
我们几个半大小伙伴也跟着洋林打货山地尾随而去，在
剧院看了一阵翻跟斗打剪脚以后，有两个小伙伴说看不
懂把我们扯跑了。后来父亲问我们看戏看明白没有？我说
了情况，父亲有些生气地说：干任何事情要钻进去，看戏
更要静下来，要在戏中体会做人做事的道理，不能三心二
意地干事情。 父亲的教诲我记下了。

后来参加工作，父亲叫我给他买个好口琴，我在百
货商店买好，周六送回去，拿到口琴，便吹起《国歌》《马
路天使》、花鼓子，吹着吹着，他又边吹边给我们讲汉剧
的“二黄”“二流”“西皮”，虽然他讲得津津有味，但我还
是没有概念。

因为在文教局工作的原因， 经常和汉剧和汉剧人
打交道，慢慢地知道了一些汉剧知识。 最先了解的是刘
继鹏老师的新编汉剧《板桥轶事》，最先学会的一段唱
词是“狗肉美、狗肉香，狗肉美酒暖肚肠。 吃狗肉、想世
事，有人愿把走狗当.......”说这一段唱腔是范惜民老师
吸收江南小调改编的，所以朗朗上口，因此提出汉剧的
改革根据现代观众的欣赏需要， 要吸收其他音乐和剧
种的长处的才会在新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这，安康
汉剧届又讨论、批判了个不亦乐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 安康地委提出写 “三长”戏
（乡长、厂长、校长），在文教局文化股长李再刚和李富

强的鼓动下，他们给我找了几个剧本，我试着写了个校
长戏《山村书声》，写一位女校长为普及初等教育和孩
子们的事，已写完稿子等李股长他们讨论，此时开始提
普九， 他说题材过时， 其实我知道剧本是躬背子睡碓
窝———不得展， 老先生们给我留面子， 保护我的积极
性，后来我就只敢写汉剧小戏。

汉剧在经过《马大怪传奇》的红火以后开始进入惨
淡期，汉剧名角顾铭去卖葫芦头，王发芸卖稠酒，张广
明卖皮鞋，赖景镛卖裤子，老一辈去做生意谋生计，年
轻的尹凌、呜一君、吴卫民、李琳等要么到教育、要么到
卫生、要么下海做生意，剧团演个戏也是东拼葫芦西借
瓢，日子实在难过。

这情景引起老领导徐山林的注意， 他一直关心汉
江工作，大到给剧团保护经费，小到关心王发芸、刘铁
造夫妇的看病治病， 更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求安康地
委、行署，县级安康市委、政府要下决心解决汉剧团的
后续人才问题。根据老领导的指示，2001 年第二届安康
汉江龙舟节一结束，时任汉滨区常委、宣传部部长的邹
顺生便召集人事局、文教局、财政局、汉剧团等专题研
究汉剧学员班的招生问题。 不久汉剧学员班的招生工
作启动，虽然安康十大县动员了个够，但报名人数门可
罗雀，招不到要求办班的人数，时任汉剧团团长来世清
哭丧着脸说：“难整， 看可否在到汉滨区的乡镇在找一
些娃子”。 我也作难了，突然想到坝河寺姑村搞伏羲文
化活动有几个小学生嗓音、表演都不错，就找了个车到
坝河寺姑村去试探情况，谁知一去，就有三个孩子愿意
进学员班，就是后来的冯尚丽、陈磊他们。 为了这批孩
子的学籍问题， 时任汉滨区文教局副局长的刘旭林多
次跑西安，最终让这批孩子落在安康第二师范学校，委
托新安职业中学培养， 上课在学校， 练功在校办工厂
（现培新社区位置），可谓艰难矣！ 许是困难锻炼人，这
批孩子现在是汉调二黄的骨干力量。

时光到 2001 年冬，汉滨区委开始着力研究汉剧的
保护问题。 经过多方面筛选，确定调在安康有线电视台
工作的袁朝玲到汉剧团任团长，这个同志是汉剧世家，
父母袁胜录、郭蕙兰都是汉剧名角，她与汉剧有深厚的
渊源关系， 又做过第一届安康电视春节文艺晚会的导
演和安康汉江龙舟节的导演， 是文艺工作的高超组织
者和新型文艺活动的开创者之一， 同时确定宣传部副
部长、文联主席的我兼任汉剧团党支部书记。2002 年初
夏， 在安康汉剧团召开汉剧保护振兴工作座谈会，会
上，邹顺生同志代表汉滨区委做动员讲话，提出班子、
苗子、路子、场子、票子“五子登科”保护振兴汉剧的思
路，由此全面推开汉剧走向复苏、发展的工作轨道。

最困扰汉剧人的事是自收自支的工资体系， 财政
发百分之八十的基本工资，其余自己创收，才引起文前
所述景况。 为了彻底解决汉剧人的问题，把其纳入事业
单位全额工资保障，根据区委的安排，我主持召开剧团

职工意见征求会， 会上， 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如火如
荼、不可开交，老同志说维持原状，退休后工资高，年轻
同志坚决要纳入全额工资保障。 两厢意见争持不下的
时候，老艺术家、汉剧作曲家、副团长范惜民发了言：首
先我声明，我马上要退休，按照当前的政策，退休可多
年几百块钱，但我坚决拥护支持纳入全额事业单位，一
是为了汉剧事业，汉剧要靠年轻人继承，把年轻人的事
情处理好了，汉剧就有希望，老同志不能只顾眼前的一
点小利益； 二是为了我们自己， 纳入事业单位全额工
资，退了休工资少是少一点，但心里是安稳的。 这件事
处理好了，话说的难听一点，我们死的时候，起码有汉
剧团的年轻人在灵前给我们唱万字。 范老师的一席话
年轻人欢呼雀跃。

汉剧迎来了一系列的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在安
康的文化、经济活动中有了一席之地。

2010 年至 2011 年全国开展文化体制改革，根据文
化体制改革“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承担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单位可保留事业性质” 的规定和县级剧
团的实际，时任汉滨区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薛同新同志
提出：汉剧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单位，
我们摘掉安康汉剧团的牌子，成立“安康汉调二黄研究
院”，同时加挂“汉水文化演艺中心”，一套人马，两个牌
子，既凸显传承保护工作的公益性，又体现创收经济性
的思路。 根据这一目标要求，作为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
主任的我着手开展工作， 遇到最大的障碍还是进入体
制的老同志，他们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自
己按老办法拿事业单位全额退休金， 年轻人全部进入
市场化体制，并且喊出生是汉剧团的人，死是汉剧团的
鬼，誓死不同意改“安康汉剧团”为“安康汉调二黄研究
院”。经过几上几下的细致工作，事情终于落了台。后来
安康汉调二黄研究院的改革体制在省上得到认可，湖
北、四川和省内的地市前来学习经验。

2012 年，安康市委、市政府提出“振兴汉调二黄就
是振兴安康”的口号，汉调二黄在安康的秦巴汉水间风
生水起、景象万千！ 根据安康市委、市政府振兴汉调二
黄的七大工程体系和任务，汉滨区负责人才培养工作，
时任安康市委常委、汉滨区委书记陈勇同志，时任汉滨
区政府区长王孝成同志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后，于 2014
年启动汉剧学员班的招生工作，这一次和 2001 年的情
景不同了，是人声鼎沸 、好中选优 ，满满招了 65 名学
员，经过几年的培训，已登上舞台，可以讲，现在的汉调
二黄传承保护工作后继有人。

看着汉调二黄事业发展的可喜状况我心依然！ 我
这个文不能唱几句， 武更是稀泥粑做烧饼根本那个料
的人硬朝汉调二黄的行列挤，确实是个笑话。 幸运的是
干的工作与汉调二黄一直沾边， 就见证和共同与汉调
二黄走过一段风雨历程，成就了我这个奇怪的“编外戏
剧人”和“编内局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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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宣强

宁陕县是正在创建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步入“十
四五”，旅游产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面对新的发展态
势，我们将深入实施“生态立县、文旅兴县、产业富民”发展
战略，坚持以全域旅游引领县域经济发展，全力推动稳投
资稳增长稳就业，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进旅游项目建设全力稳投资

旅游项目建设是宁陕县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半壁河
山”， 是稳投资促增长的重要支撑和加快全域旅游发展
的强力引擎。 近几年来，由于秦岭生态环境整治的影响
和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全县旅游项目建设几乎全面停
工。 秦岭生态环境整治结束后，我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积极与各旅游企业进行项目对接，明确了 2022 年 25
个旅游项目建设内容和投资计划 ， 据统计明年总投资
17.5 亿元。 在深入旅游项目地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将多
措并举依法依规推进全县旅游项目建设。 一是夯实旅游
项目包抓责任和推进措施。 召开全县旅游项目建设座谈
会 ，听取各旅游企业的诉求和县级包抓部门 、镇的意见
和建议，集中会商和解决旅游项目建设推进中的困难和
问题，印发《2022 年宁陕县旅游项目推进方案 》，夯实各
包抓单位、牵头领导和旅游企业“三位一体”的工作责任
和推进措施。 二是坚定投资开发信心。 邀请省内知名专
家来宁实地调研， 举办全县旅游开发建设专题培训班，
统一干部 、企业业主思想认识 ，有针对性的解决秦岭环
境整治后项目推进中的政策问题，帮助旅游企业调整项
目规划，完善开发内容，坚定投资信心。 三是指导旅游项
目有序开发。 依据《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产业准入
清单和相关专业规划， 加强对旅游项目规划进行评审，
严把规划审批关，指导旅游项目有序开发。 四是积极为
旅游项目建设提供服务。 旅游项目紧密对接过渡期国土
空间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 、“三区三线 ”划定 ，抓紧编制
《大蒿沟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规划》，争取尽快调整皇冠山
省级自然保护区规划，为皇冠健康小镇重点旅游项目建
设和大蒿沟片区旅游项目建设服务 。 切实解决企地矛
盾，对农民广泛进行法制教育、感恩教育和发展教育，动
员群众积极参与支持开发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确保
旅游项目按期开工复工 ，投资任务全面完成 ，为全县稳
投资做出贡献。

激活旅游消费市场全力稳增长

切实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宁陕
县旅游宣传营销行动方案》，出台《加快宁陕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规定》，进一步激活旅游市场，活跃景区文化，激发
消费活力，繁荣城乡商贸经济。 一是策划精品旅游线路。 依托旅
游秦岭联盟，整合差异性旅游产品，串珠连线形成精品旅游线
路，隆重推出“一泓清水供关中，饮水思源游宁陕”“重走子午栈
道，畅游绿都宁陕”“穿越千里大秦岭，千车万人游宁陕”主题营

销活动，形成贯通秦岭中段南北的精品旅游环线。 二是举办特
色文旅体育活动。 持续举办特色文化旅游体育活动，集聚旅游
人气，扩大秦岭之心·绿都宁陕的对外影响力。 春节前，疫情结
束后举办秦岭山货节、绿都宁陕·开放悠然休闲度假、地方文
艺进乡村进景区进社区巡演活动，丰富“双节”文化生活，激活
旅游消费市场，促进县域商贸增长。 开年后，策划四季分明的
特色活动，以旅游线路、旅游景点为载体，以“山水秦岭，山水
运动”为主题，重点配合省体育局办好 2022 年 1 月 24 日-27
日在我县举办的陕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越野滑雪
竞赛 ，持续举办秦岭山地越野、山地射击、峡谷漂流、冰雪运

动、丛林穿越特色体育活动；以展示子午地域文化为品牌，
举办秦岭山地音乐文化节、秦岭兰花文化节、子午文化巡演
等文化活动；以推广“宁陕山珍”县域公共品牌为窗口，举办
秦岭山货节、宁陕山珍展示展销、宁陕美食节等品牌培育和
商贸促销活动，激活旅游消费市场，促进城乡消费增长。 三
是发展乡村民宿和康养经济。 实施“秦岭人家?子午驿站”乡
村旅游品牌提升工程，建成渔湾逸谷乡村田园、寨沟朱鹮山
水旅居、乔家大院古镇古村、秦岭兰花园生态观光、守拙园
主题文创精品民宿，旬阳坝森林康养基地，打造宁陕乡村民
俗、森林康养旅居示范点，积极发展乡村民宿和森林康养经
济，满足大关中养老人群的康养需求。四是培育规上文旅企
业。 积极培育规上文化旅游企业，按时纳统，帮助企业提质
增效， 激发市场活力， 为全县社会零售总额恢复性增长服
务。 五是拓展当地产品促销渠道。 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推
进线上线下销售，实施“后备箱”工程，在各旅游景区、重点
旅游村镇、农家山庄设立宁陕山珍旅游商品专区、专柜，展
示展销宁陕农副产品和旅游商品， 促进市场消费和产品销
售。

打造特色旅游景区全力稳就业

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巩固筒车湾、上坝
河、皇冠景区创建水平，积极开展悠然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老城文化旅游区、秦岭峡谷乐园国家 AAAA 景区、子午梅
苑国家 AAA 景区和终南为明书院省级研学基地创建，推进
大蒿沟乡村旅游区建设，打造特色旅游产品，拓展景区服务
项目，增加游客接待量，增强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全
县稳就业开发 400 个以上就业岗位。 支持旅游宾馆、 农家
乐、旅游商品生产基地发展和旅游商品销售网点建设，推进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持续开发 1000 个以上本地就业岗
位，为全县稳就业提供服务。

宁陕县曾在安康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过辉煌业绩。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彰显宁陕资源和区位优势，积极
破解秦岭生态环境整治后旅游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和疫情条
件下旅游市场恢复带来的困难， 以担当作为的勇气加快推
进全域旅游发展，为宁陕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加快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宁陕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