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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金程晨）日前，笔者
从安康汉江大剧院获悉， 民国女性题材
原创话剧《阮玲玉》将于 5 月 4 日至 5 日
在安康汉江大剧院重磅上演， 带领大家
感受阮玲玉的一生。

话剧《阮玲玉》讲述了在 20 世纪 30
年代那个风云激荡、新旧交替的年代里，
中国影视史上最伟大 100 位艺术家之一
的默片电影皇后阮玲玉， 如何为情爱所
骗、为至亲所迫、为流言所逼，最终葬身
于众口铄金的滚滚非议下， 进入不得不
“自愿”自证清白的无限轮回中，奏响一
曲女性挽歌的故事。

阮玲玉一生 25 年，主演过《野草闲
花》《新女性》《小玩意》 等 29 部电影，犹
如默片时代一颗短暂却璀璨的流星。 在

那个电影工业尚算起步的动荡年代，她
用敏感聪慧的感知力和对表演天然的领
悟力， 塑造了大量不同社会阶级的女性
形象。

作为传奇影星， 阮玲玉的故事曾被
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民国原创话剧《阮
玲玉》为全新原创剧本，通过回溯阮玲玉
从小女仆到电影明星的一生， 展现她在
那个时代经历的人事离合、世情汹涌。本
剧不仅聚焦在阮玲玉自身， 更折射出民
国历史大背景下风起云涌的种种事件与
思潮，不审视、不评判、不定义，以阮玲玉
个体为蓝本， 探讨女性在时代裹挟下的
境遇与挣扎， 希望为当代女性处境的讨
论提供来自艺术的思考。

为进一步扩大“陕南民歌”品牌
影响力，加快推进陕南文化建设。 4
月 13 日，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
合汉中、安康、商洛三市人民政府共
同打造的陕南民歌音乐会在西安成
功举办， 来自三地的民歌艺术家用
深情表演和天籁之音， 为现场观众
带来了一场陕南味很足、 正能量满
满的艺术盛宴。

音乐会分为春风如诗、 春雨如
酒和春山如笑三大篇章， 并以著名
作曲家赵季平创作的 《陕南素描三
首》为每一篇章的序曲，以清新秀丽
的曲风、快———慢———快的节奏，统
领各个章节，贯穿整场演出。

《汉水放船》《这山望见那山高》
《汉水游女》《雀儿歌》《秦岭最美是
商洛》《汉江的节日》等歌曲，将陕南
的大好山河与风土人情徐徐展开、
娓娓道来， 勾起了现场观众对陕南
这片美丽土地的神往。

《情满山歌》《郎在对门唱山歌》
《打仙桃 》《巴山酒歌 》《茶歌飘香 》
《年年有个三月三》等歌曲，展现了
陕南人民的勤劳善良、 质朴乐观与
热情好客， 也记录了进入新时代以
后，当地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推
动下， 人们美好生活的梦想一点点
照进了现实。

《渔鼓 静板书》 让这两种流行
于陕南地区的特色戏曲同台献艺，
展示了陕西丰富的戏曲非遗资源。
演员们精湛的演出， 突显了浓厚的
生活气息，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

民歌联唱《红色旋律》浓缩了革
命年代发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感
人故事， 既唱出了烽火岁月里的军
民鱼水情深， 也表达了人民群众吃
水不忘挖井人， 翻身不忘共产党的
真挚情感。

由著名诗人薛保勤填词的 《大
秦岭》，赞颂了中华民族祖脉的雄奇

壮阔， 唱出了三秦儿女对于父亲山
的热爱， 豪迈昂扬的旋律将整场音
乐会推向高潮。

在西安首演之后， 陕南民歌音
乐会还将在全省各地进行巡演，并
纳入到汉中油菜花节、安康龙舟节、
中国秦岭生态文化旅游节等陕南三
市重大文化旅游活动之中， 更好满
足市民游客对于优质文化内容的需
求， 进一步助力当地文旅高质量发
展。

陕南民歌是陕西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优秀的文化
基因、深厚的民族基因、鲜明的红色
基因，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省文
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陕南民歌的传
承保护， 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陕
南民歌大赛， 并依托丝绸之路国际
艺术节、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
览会等平台， 利用陕西在省外和境
外开展文旅营销活动的机会， 宣传
推广陕南民歌。 在各级各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陕南民歌和陕北民歌“南
北呼应”、齐头并进，从秦岭到黄河
边走边唱， 唱出了陕西大地的沧桑
巨变，唱出了三秦儿女的感恩奋进，
唱响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陕西
篇章的最强音。

下一步， 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策划
举办本场音乐会和后续一系列配套
活动为契机，指导陕南三市，挖掘培
养一批实力派民歌演唱新秀， 创作
更多高水准的民歌新作， 不断彰显
陕南民歌的独特价值和艺术魅力。
同时以歌为媒， 积极探索陕南民歌
与旅游深度融合，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力争实现全
省文艺协调发展， 将陕南民歌与陕
北民歌打造成陕西文化两张金色名
片，推动它们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来源：文化陕西）

静享半日优雅舒适的休闲阅读、奔
赴一场书香馨润的分享会、观看一幕精
彩纷呈的非遗文化展演、感受一次沉浸
式传统制作技艺体验……在秦巴腹地
的汉阴县，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公共
文化服务，正以百花齐放的姿态，让人
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诗意般的生
活。

近年来，汉阴县立足“三沈故里”文
化资源禀赋， 以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
展示范县创建工作为抓手，以群众需求、
百姓满意为导向，推动资源下沉、效能提
升，集中力量“优结构、提效能、激活力、
做示范”，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从“有没
有”向“好不好”的转变，探索了一条秦巴

腹地山区符合汉阴实际、 彰显地域特色
的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

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广覆盖

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
日益增长，以书吧、书咖、文旅驿站等为
代表的各类新型文化空间，在汉阴城乡
不断涌现。 这些“小而美”“小而精”的
文化空间嵌入式地分布在景区、公园、
小区、街头巷尾 、乡村角落等 ，提供了
多元融合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兜起了
百姓的“微幸福”。

“小朋友在这里，既能丰富知识，还
可以培养专注力，最重要的是远离网络

诱惑，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保护了视
力，而且这里还会定期举办一些阅读活
动，对于培养小朋友阅读兴趣也很有帮
助。 ”家住汉阴县双河口镇三柳村的刘
女士，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孩子到三柳村
田园综合体的书咖休闲阅读。

近年来，该县按照“机构抓聚合、资
源抓整合、功能抓融合”的思路，积极整
合拓展城乡各类公共空间资源，通过空
间“横向拓展”“纵向联通”“功能互嵌”，
创新打造出一批集休闲阅读、 艺术展
览、读书分享、文化沙龙等于一体的新
型文化空间。 三沈纪念馆、家训文化展
览馆、汉阴书院、书法艺术展览馆、城市
24 小时书吧等一批标志性公共文化设

施建成并对外免费开放，与社会力量合
作建成天空下自然书吧、 三柳书咖等
22 个社会化新型文化空间， 丰富着全
县公共文化空间的面积与供给。 截至
目前，汉阴县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
面积 7035 平方米， 县图书馆荣获三秦
最美公共阅读空间。

据了解，汉阴县目前已经建成县、
镇、 村三级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三沈文化展览馆、非遗展览馆正在
加快布展中，大师工坊、艺术家村落建
设和县文化馆提等改造升级项目也在
全力推进，届时汉阴的公共文化服务布
局更优化，空间覆盖率将进一步提升。

做实分众供需，惠及大民生

有了硬件，如何更好的找到公共文
化服务的正确“打开方式”。 汉阴县认
为， 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是不一样
的，不仅要做到广覆盖，还要实现精准
供给，更要对群众文化诉求精准响应。
“我们通过实施‘分众供需’服务机制，
让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同的群体，满
足群众个性化需求。 ”汉阴县文旅广电
局负责人说。

汉阴是中国近代书法界泰斗沈尹
默先生的故乡，也是省级书法之乡。 每
年，中小学校面向青少年群体联合举办
的“书法千人课堂”、县图书馆面向老年
群体开设的“墨彩毛笔书法讲堂”，三沈
纪念馆面向刚入学的新生创设的品牌
服务项目“国学开笔礼”、涧池镇文化站
每逢周末面向镇村少年儿童开设的“运
岗书法大课堂”、蒲溪镇文化站面向寒
暑假青少年创办的“书法公益课堂”等
一系列书法文化活动， 一代又一代传
承着三沈书法精神，深受全县人民群众

的喜爱，这也仅仅是汉阴县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繁荣发展的一个缩影。

不仅如此，各公共文化单位针对不
同群体，开展着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县文旅广电局实施“文化点亮家园”
惠民服务工程，满足易地搬迁群众文化
需求；县残联开展“残疾人文化活动六
个一”，丰富特殊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城
关镇新城社区开办的“老年大学”，常年
开设乐器、合唱、太极拳等培训课程，吸
引上千居民热情参与；涧池镇紫云南郡
社区、 兴隆佳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开办“四点半课堂”有效解决易地搬
迁户学生放学后无人照看的问题……

这些分众供需， 推动文化活动从
“单一”向“融合”转变，实现群众从“旁
观者”变成“受益者”，既彰显了地域特
色，又满足了群众文化需求，还提升了
群众生活品质。

群众当主角，还“艺”于民

“现在正在跳舞的是我媳妇， 昨天
你们看到哈哈笑的小品里扮演小儿子
的演员是我侄子，今年我要攒劲加入彩
船队 ， 争取年底也上去表演一个节
目。 ”涧池镇枞岭村村民王国辉开心地
说道。

公共文化服务从来不是“独角戏”，
而是琴瑟和鸣的 “大合唱”。 让人民群
众登台唱主角，成为文化实践者、文化
播种者，是近年来汉阴县深化公共文化
服务共同体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该县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购买
机制，下沉购买主体，下移活动重心，鼓
励镇村（社区）组建文艺队伍，创新创意
编导节目，同时组织专业文艺先锋员下
沉送文艺培训， 推动 “群众文化群众

办”，真正以“艺”惠民，还“艺”于民。 截
至目前， 全县成立各类民间文化社团
167 支， 注册文化服务志愿者 7000 余
名，每年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文化知
识普及、文艺展览展示等志愿服务活动
400 余场次。

在这种工作机制激励引导下，极大
提升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以城关镇三
元村为例，该村成立乡村文化理事会，下
设 8 个协会组织， 广泛发动 100 余名能
人贤士、 文化爱好者加入文化志愿服务
队伍，连续 5 年举办的“乡贤茶话会”和
“农民趣味运动会”， 已经形成 “一老一
青” 的基层特色文化项目， 该村也获得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等系列殊荣。

同时，该县结合地域特色，积极打
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持续开展的“大
地欢歌 四季村晚”活动，全县设春、夏、
秋、东 4 个示范性主会场，鼓励引导当
地农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 演身边人、
说身边事。 截至目前，10 个镇、141 个
村、18 个社区 2023 年开展“四季村晚”
文艺演出活动 220 余场次， 服务群众
20 万人次。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润物细无声
的事业，让公共文化服务“飞入寻常百
姓家”，让文化之风充盈整个社会，任重
而道远。 下一步，汉阴县将以持续巩固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建设为目标，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
性、便利性的要求，持续探索“机制一体
贯彻、设施一体管理、服务一体供给、力
量一体调配”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新路
径，引导优质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
地向农村倾斜， 不断推动全民共建、全
民共享、 全民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事
业，让文化之花在城乡院落、田间地头
播种、盛放、结果。

文 化 照 亮 幸 福 路
通讯员 赖真超 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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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安康上演

汉阴文化广场

文化惠民演出 戏曲进乡村 琴韵大讲堂

汉水游女

年年有个三月三
话剧《阮玲玉》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