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月红 通讯员 杨欢

世界上单日演出场次最多、观
众最多的演出是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会想
到是《猫》、《红磨坊》，或是拉斯维
加斯的《O秀》。但其实都不是。

这个答案在今年“十一”黄金
周被刷新——国内编创的大型歌
舞“千古情系列”，其单日总演出场
次达15场、总接待游客10万人次。

如果去掉定语“单日”，这个答
案又会是什么？

还是“千古情”——《宋城千古
情》。它从 1997 年上演至今，接待
观众的总人次，相当于两个多澳洲
的人口。12 月 2 日，根据最新票务
统计，这台演出总观众人数突破
5000万人次。

千古情为什么这么火？火在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能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就
看是否接地气，是否能为人民抒
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千古情系列”总导演黄巧灵说，
宋城演艺始终立足于中华优秀的
传统文化特别是当地文化，每一
个景区都在寻找一个城市的根，
每一台千古情都在寻找一个城市
的文化灵魂。

每一部千古情的创
作，都是创作团队诚心诚
意做人民、做生活的小学
生，用脚走出来的

“给我一天，还你千年”。三亚
迎宾路 333 号，竖着一块醒目的招
牌。

“三亚有千年史？”但凡路过此
地，游客都会有这样的疑惑。

不信？晚上来这里看看！
“家乡的桃花开了，河边的杨

柳青了，天上的星星迷路了，远方

的人儿想家了⋯⋯”音乐响起，漫
天桃花缓缓飘落，全场屏气凝神。

光影中，时光回溯到南北朝时
期，冼夫人以南越部族首领的身份

“请命于朝，置崖州”。一小时里，
光影如同时光隧道，落笔洞、鉴真
东渡、鹿回头、海上丝路⋯⋯三亚
千年史徐徐走来。

唤醒三亚沉睡千年历史基因
的，是一台旅游演艺——《三亚千
古情》。开演刚满一周年，其收入
就超过 1.6 亿元，净利润达 8200 万
元，创造了旅游演艺大型项目开业
第一年即盈利的奇迹。观众席上
坐着的，不仅有游客，还有当地居
民。今年，这台演出还收获了海南
省“五个一工程”奖。

成功的背后，是宋城团队诚心
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用脚走出来
的创作。

“创作千古情系列，我采风走
过的路都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
黄巧灵戏谑地说。他常常自称是
穿草鞋的，或者说是赤脚的，来自
于乡间地头。这样的自我认知也
促使他的艺术思维常常往脚下看，
往土壤里看，深耕地方文化。

每一次采风前，编创团都要翻
阅当地地方志、文化研究著作，从
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一点点搜罗文
化细节，从地理变迁中一点点圈出
采风路径。

每一次采风中，每到一处，开
地方文化请教座谈会、邀请民间艺
人传经授课、收集地方民间老手艺
学习。

编剧杨欢说，从2009年确定三
亚项目的意向开始，编创、设计、市
场团队不下百次来到三亚进行采
风，形成了数百万字的文字图片资
料，摞起来足有一人高。

春天，从人头攒动的海滨沙滩
出发；夏天，到达人迹罕至的历史
遗存；秋天，辗转遮天蔽日的热带
雨林；冬天，进入大山深处的黎苗
人家⋯⋯每天挖一点文化元素，每
人理一条故事主线，勾勒穿越千年
的历史积淀。

在三亚开了 10 多年商务车的
司机，接待过各色团队数百个，却
从未见过这么古怪的一支队伍：别
人来三亚都是看海，他们却专往深
山老林里钻；一开起会来，就是通
宵达旦，好些酒店都曾以会议时间
过长拒绝接待，于是他们就在简易
的工棚里搭个投影仪，司机睡了几
觉醒来，这群人还在拿着几张图纸
指指点点、唇枪舌剑。

每一台千古情，都在寻找一座
城市的灵魂。历史说来宏大，却
往往以细节示人，用脚去采风，诚
心诚意地做生活的小学生，这是
对历史文化的敬畏。而这样的精
神，酿就了一台台动人的千古情

传奇。

每一场千古情的演
出，都是从土壤里长出来
的，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
注在自己的舞台上

木府，丽江的文化大观园。这
是创作《丽江千古情》绕不开的文
化瑰宝。

自纳西族首领木氏元代世袭丽
江知府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
470 年。家国情怀、民族融合、商业
繁荣⋯⋯在纳西族发展史上，木府
的每个举动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彼时，一部《木府风云》的电视
剧正在全国播映，木府历史在观众
心中知名度空前。

15 分钟的演出，如何讲述 470
年的恢弘？

“最给力的是人的劳动带来的
情感上的感动，可否用劳动表现木
府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行走在茶
马古道的采风路上，总导演黄巧灵
的话，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共鸣，主
题当即定为“向劳动致敬”。

新的难题又来了：劳动的切入
点在哪里？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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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首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

切实增强宪法意识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详见第五版）

记者 胡丹 县委报道组 刘进希

本报讯 文成县西坑畲族镇敖
里社区让川村与葫芦降村之间的
村间小路，狭窄得只能勉强通过一
辆车。半个月前，让川村的叶新琰
在“民情 E 通”上发布了这条信息，
希望村里能拓宽道路，方便群众出
行。“真没想到，第二天就有结对党
员上门询问具体情况，这才半个
月，拓宽工程已经动工了。”看着村
口忙碌的施工队员，叶新琰满心欢
喜。

“民情 E 通”移动客户端是“红
色细胞工程”的信息服务系统，旨在

实现社情民情信息第一时间录入、
上报、交办。文成县要求每个“群众
心声”都必须在 3 天内受理、处理。
文成县委书记汪驰告诉记者，自从
去年 11 月底启动“红色细胞工程”
以来，文成已按照“机关联基层、干
部联党员、党员联群众”的工作链，
基本构建起一张全方位、多层次、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红色服务网。

“开展‘红色细胞工程’的目标是消
除为民服务盲区。‘民情 E 通’让我
们离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汪驰
说。

消除为民服务盲区，文成创新
推出了党员红色细胞联户定责制，

并绘制出“红色细胞责任区块分布
图”。有着527户居民的珊溪镇新建
村如今已被划分为 21 个责任区块。
每个区块都有一个 2 至 4 人的红色
细胞服务组，联系区内 10 至 30 户居
民。截至目前，文成已在249个行政
村成立2276个红色细胞服务组。

串家门、解纠纷、帮困难、传政
策、通信息、摸情况⋯⋯走村连心不
断融洽着党群关系，增强群众对党
员干部的信任。在新建村的党建
室，记者看到了一面特殊的群众“微
心愿”认领墙：来自单亲家庭的小杰
想要一套积木，65 岁的王邦铁希望
自己在保洁时有一套新雨具，72 岁

的林奶奶则盼着过年过节时有人来
看看自己⋯⋯珊溪镇党委组织委员
金丽丽告诉记者，这些微心愿都是
党员干部在联系群众过程中收集起
来的，“帮助实现这些微心愿，对于
认领人来说或许只是举手之劳，却
能让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

为能更全面、更及时地搜集民
意社情，文成还开通意见收集专栏
11 个，设立意见箱 443 个，发放便民
服务卡 5 万余张。收集到的民意社
情则需按照“简单的事即知即办、复
杂的事定期研判化解、疑难的事及
时上传化解”的标准，第一时间进行
分类处理。消极应付、问题处置不
力的部门和个人，将被效能问责。
今年以来，全县共有 87 人因此被通
报批评，24 人被诫勉谈话，7 人被党
政纪处分。另据统计，“红色细胞工
程”开展以来，全县各级党员干部已
帮助基层群众解决各类问题 530 多
个。

服务无盲区 党群心连心

文成着力推进红色细胞工程

《宋城千古情》剧照

记者 阮蓓茜

本报讯 整改落实是否到位，
作出的承诺是否兑现？

11 月上中旬，101 个省委督查
组先后对我省 11 个市和 90 个县

（市、区）的整改工作进行了为期一
周的集中督查。督查发现，各地各
单位扎实整改落实，努力兑现各项
承诺。目前，11个市委常委班子整
改方案中列明的整改事项 436 条，
已整改334条，占76.6%；常委个人
整改清单列明的整改事项 3053
条，已整改2293条，占75.1%。

各市县党委担负起整改落实
主体责任，各级“一把手”履行第一
责任人责任，普遍建立工作台账，实
行动态监测、销号管理，逐条逐项抓
好整改落实。杭州开展综合评价

“清旧账”，盯住遗留问题“建新账”，
结合年度考核“对表交账”，做到改
成一件，销号一件；台州将整改清单
落实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和
年度考核，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依
据；丽水深化拓展“三考一把手”，考
一把手“抓部署”，考一把手“抓督
查”，考一把手“抓示范”，以“一把手
抓、抓一把手”推动整改。

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
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期待。各地对
已经完成的整改事项，抓巩固、抓提
高；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事项，持续发

力、一抓到底；对老问题新表现、新
冒出来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温
州深入实施“红色细胞工程”，创新
基层工作的机制和平台，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绍兴着眼上下联动推动
整改，将整改工作项目化管理，提出
了“四个结合”促整改；金华市委常
委继续领衔抓好“破僵尸企业、破围
墙圈地、破低效用地、破既得利益”
等整治工作，推动全市整改后续工
作；舟山开展“亮剑效能”专项行动，
严肃查处违规违纪案件。

注重建章立制，力求常态长
效。各地深入推进“学、清、立、改、
停”工作，促进作风建设制度化、规
范化；宁波建立了走亲连心、自我净
化等26项长效机制；湖州建立健全
了领导干部民情体验、党群创业互
助等16项制度机制。目前，全省11
个市委将建立 259 项制度机制，已
制定出台209项，占80.7%。

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各地
把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浙
商回归等中心工作作为整改落实的
最大实践。嘉兴集中整治机关“中
梗阻”、干部怕担当等顽症；衢州建
立市领导对接重点企业、知名浙商
制度，面对面上门服务。

对督查工作中发现的个别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督查组针对性
抓好重点督查，推动整改落实。随
着元旦、春节的临近，督查组将加
大明查暗访力度，保持正风肃纪高
压态势，严防“四风”反弹回潮。

坚持严格督查 深化整改落实

101个省委督查组集中督查
整改落实进行时⑦

记者 余勤

本报讯 记者获悉，截至 11 月
30日，全省已累计取缔涉渔“三无”
船舶6540艘，完成年度取缔任务的
131.09%。其中，主动上交后拆解的
5384艘、强制收缴拆解的591艘，通
过其他方式处置的565艘。

据统计，宁波、温州、台州、舟
山 4 市已分别取缔“三无”渔船
2063 艘、1925 艘、1725 艘、796 艘，
均已超额完成年度取缔任务。沿
海30个有取缔任务的县（市、区）和
开发区中，龙湾、余姚、乐清、北仑、
定海、慈溪、大榭开发区以及杭州
湾新区等 8 个县（市、区）已提前完
成辖区内“三无”渔船的取缔任务。

近年来，随着海洋生态环境恶化
和海洋捕捞过度扩张，我省渔业资源
迅速衰竭，昔日鱼仓闹起了鱼荒。同
时，我省渔船总动力却一路飙升，已

占全国四分之一，捕捞船平均马力数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遏制过度捕
捞、拯救东海渔场迫在眉睫。

省海洋与渔业局负责人介绍，
整治行动中，各地通过“上下左右联
动、全产业链防控”的高压严打态
势，极大震慑了违法违规捕捞行
为。温州集中海洋与渔业、公安边
防、海警等执法力量，实施了“3+1”
执法行动。宁波、嘉兴、绍兴等市联
手开展杭州湾“清网”行动。台州市
开展综合执法推进月活动，椒江区
一周时间拆解“三无”船舶92艘。

记者了解到，除大力开展“三
无”渔船取缔工作外，各地还积极
开展了违禁渔具整治、“船证不符”
整治以及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等工
作。今年 6 月 1 日伏休以来，我省
沿海已清理地笼网等违禁渔具
6.43万顶（张），整治“船证不符”渔
船1230艘。

我省重典整治“三无”船舶
努力修复东海渔场

记者 颜伟杰 通讯员 厉宝仙

本报讯 在刚结束的 2014 年
浙江农业吉尼斯粮油亩产挑战赛
上，瑞安南滨街道东湖村的粮农钱
顺旺的“甬优 12”连作晚稻攻关
田，创下了最高亩产 779.3 公斤的
新纪录，比我省历年来连作晚稻最
高纪录高了86公斤。

“在今年的天气条件下，这个
成绩是不容易的。”省农技推广中
心专家解释说，晚稻成熟后期，我
省降雨偏多、日照偏少，影响了全
省晚稻产量，但 10 月份天气转好，
对相对晚熟的“甬优”系列来说还
是比较有利的。除连作晚稻最高
亩产纪录被刷新，单季晚稻百亩方
最高亩产 885.9 公斤、单个田块最
高亩产 903.9 公斤，单季常规粳稻
最高亩产 757.0 公斤，与往年的最
高纪录差距并不算太大。

品种是高产的首要因素，科学
的种植技术也功不可没。钱顺旺
的攻关田连片，原本种过几年瓜
类、番薯等旱粮，“这里的土质粘度
好，土壤能‘吃肥’，不会被水一灌
就冲没了，加上冬天翻耕后施点有
机肥，土地肥力自然就上去了。”瑞
安市农业站副站长卢明和说。

为了发挥“甬优 12”的优势，
钱顺旺成了同村种粮大户中防虫
防病最积极的。今年年中因为雨
水偏多，为防止稻曲病、稻叶细菌
病，他在全村统防统治之前就做好
了防治工作。

不仅如此，钱顺旺还琢磨出一
些连专家都没提过的方式：秧苗都
是东西走向排列。“因为太阳东升
西落，这样可以增加光照，而且这
里东边靠海，风向都是自东向西，
这样排列可以让风更容易穿过稻
秆的缝隙，减少虫害。”他说。

我省连作晚稻新纪录——

瑞安攻关田亩产779.3公斤

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文章——

让法治为现代中国护航
（详见第六版）

编者按 从杭州到三亚，从丽
江到九寨，杭州宋城演艺集团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文化市场的奇迹。
奇迹来源于其优秀的文艺作品，来
源于其二十年如一日地把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源于其
扎根生活，精心耕耘，不断推陈出
新。本报今起陆续推出宋城演艺
叩开文化市场的系列报道。

每一台演出都滋润着百姓的心田

千古情，为何总是这么火
——宋城演艺叩开文化市场报道之一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