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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1 月 24 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邀请，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峰会作视频致辞。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1 月 24
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
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总统费尔南
德斯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峰会作视
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
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
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拉共体已
经成为全球南南合作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量，为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
进区域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拉美和
加勒比地区一体化进程，高度重视发展
同拉共体关系，将拉共体视为巩固发展
中国家团结、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伙
伴。正是本着这样的初心，中方同拉方
一道，不断加强中拉论坛建设，推动中
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
民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同
中 国 合 作 推 进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 一
路”，支持并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
安全倡议，同中方携手构建中拉命运
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只有加强团结合作才能共迎
挑战、共克时艰。中方愿同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继续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弘扬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更加美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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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尚有反哺意，羔羊跪乳报娘
恩⋯⋯”大年初四的金华中国婺剧院，
鼓乐齐鸣，一出热闹非凡的《一门三进
士》精彩上演。演员们行云流水般的动
作和优美高亢的唱腔，赢得台下观众阵
阵叫好。熟悉的唱腔一起，不少戏迷激
动地跟着唱了起来。

参加这场演出的 40 多名演员中，有
20多名刚从央视春晚的舞台归来。

今年的央视春晚，杨霞云、周宏伟、宋
保端等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下称“浙
婺”）陈美兰新剧目创作团队的 39 名演
员，在戏曲节目《华彩梨园》中精彩亮相。
这也是浙婺第6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大年初一，他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回金
华。他们初一到初四在中国婺剧院开展

“迎新春婺剧惠民演出”，初五紧接着就是
深入基层送戏下乡，一直要持续整个正月。

“新春为大家演戏，是我们建团以来
坚持了数十年的传统。”浙婺副院长黄庆
华告诉记者，今年正月十五前，浙婺精选
了20多场好戏，有上百位演员参与，要让
广大戏迷大饱眼福、过足戏瘾。

20元一张票，太值了

大年初四中午 12 时 30 分，离开场还
有 1 个小时，中国婺剧院的购票窗口前，
还排着二十几米的长队。虽然室外气温
只有1℃至2℃，观众们热情不减。

“20 元一张的票价，就能看到央视春
晚级别的大戏，太值了。”永康戏迷周红广，
兴奋地向等在一旁的家人扬起手中刚买到
的5张戏票。除夕他们一家人就守在电视
机前看了春晚的戏曲演出。听说春节期间
浙婺有惠民演出，还有不少上过春晚的名
角，他马上决定带着家人来现场看。

离开场还有 20 分钟，能容纳上千人
的大剧场已经坐满观众。他们有的聊着
婺剧，有的哼着戏文，等待好戏登台。场
外，还有不少观众正陆续赶到，看着座无
虚席的剧院就随便找块空地安然坐下。

“只要能让我进来看戏，站 3 个小时也愿
意。”义乌戏迷杨学锋说。

不少观众是冲着上过春晚的名角来
的。在《三姐下凡》《秦香莲》等剧目中，周
宏伟、宋保端等饰演的都是小配角，但一
上场就被不少戏迷认出。“那个演天兵的，
就是周宏伟，他在春晚上演杨宗保，和饰
演穆桂英的杨霞云演对打戏，功夫了得。”
一位大爷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

当天，观众席还有特殊观众——两
个来自卢旺达的小伙。2 个多小时的演
出，他们看得聚精会神。“唱得好，动作也
好，太精彩了！”其中一小伙卢文涛竖起
大拇指，用流利的中文点赞。两人在金
华市区一家外贸企业上班，春节期间在
朋友邀请下来看“金华opera”，感受中国
传统年味。他们直言已被婺剧“圈粉”。
婺剧已有 500 多年历史，近年来浙婺演
出足迹遍及全球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受
到海外观众喜爱。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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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婺：才下春晚，又上“村晚”
本报记者 朱浙萍 共享联盟·金华 苗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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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高喆）“今天带着家人来看灯会，开
心极了！家门口的新年氛围感拉
满！”春节期间，绍兴市越城区鲁迅
故里高品质步行街内花灯璀璨，市
民王女士沉浸式体验了一把浪漫烟
火气。

2023“祝福·绍兴古城过大年”
系列活动于 1 月 17 日启幕。时间
长达20天，新春灯会布展规模也远
超往年，共设立了迎恩门水街主会
场以及城市广场、鲁迅故里步行街、
黄酒小镇 3 个分会场，围绕“乐在古
城”“玩在古城”“购在古城”“云享古
城”四大主题，开展耍龙灯、看大戏、
逛大集等系列嘉年华活动。各会场
还精心布置了宋韵、婚庆等特色主

题。此外，越城区各镇街也都准备
了精美的文化大餐。

在仓桥直街至城市广场段的内
河里，一场跨越时空的国风盛宴徐
徐展开。手提花灯、身着汉服的工
作人员在船上一面表演，一面与沿
河的游客频频互动。绍兴黄酒小镇
推出地方戏曲、宋韵水上婚礼、舞龙
舞狮、水上集市等 40 多场活动，让
游客在酒香四溢中感受年味。

越城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作为绍兴古城过大年系列活动的主
办地，当地依托“历史+人文”优势，
通过挖掘、整合宋韵文化和祝福文
化资源，传承本土特色年俗文化，不
断擦亮越地文化“金名片”，展示流
动的绍兴年味与风采。

“祝福·绍兴古城过大年”系列活动送上文化盛宴

在越城乐享传统年味

“走了走了，翁仁康来了！”
1 月 25 日上午，一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新春演出，在杭州市滨江区长河古镇的老街上
开演。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文化进村社活动
成了点燃春节氛围、营造浓浓年味的重要力量。据统
计，春节假期仅杭州就有 205 场各类文旅活动，遍布
乡村、社区，包括送戏下乡、书画展览、非遗市集等。

在长河古镇的小舞台边，记者真切感受到，一场
演出能给当地群众带来多大的快乐。

“太阳晒晒，戏文看看，多少好啦”

伴随着乡亲们走过路过地“吆喝”，不一会儿，舞
台底下就已经坐满了观众。

10时，演出正式开始。
中国曲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翁仁康作为

主持人率先登场。他说：“今天，我们大家欢聚在这
里，太阳晒晒，戏文看看，多少好啦！”

红毯搭成的舞台虽然简单，台上的节目却精彩纷
呈。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获得者金一戈等十多位本
土演员轮番上阵，献上拿手好戏。女声独唱《幸福中国
一起走》，亮出了翁瑜的一副好嗓子；传统说唱《金陵
塔》，展现了表演者章靖鼓舌如簧、语似连珠、一气呵成
的技艺；小品中穿插着大变活兔的魔术，大家拍手称赞。

气温接近0℃，舞台却在升温。贴近生活的题材，
幽默诙谐的表演，让观众笑得前俯后仰，掌声不断。

台下笑得最大声的，是本地居民来建萍。她说：
“之前在微信里看到有演出，今天9时多就来了。”

这场演出的消息，3 天前就在社区网格群发布
了。来现场的，除了本地的曲艺粉丝，还有一些走亲
戚的客人和游客。

为了这场演出，演员和音响团队一大早就来到
现场准备。大家专业且卖力，往往一个人就是一个
团队——自己完成妆发、服装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有人穿着单薄的演出服上台。

“台上穿短袖子的姑娘，快来喝点姜茶。”
“今天节目好，天气好，心情更好！”
台下充满了欢声笑语。

“演出多了，乡亲笑了，多少好啦”

“太阳晒过来了，乡亲们，来来来，我们换一个方向！”
演出过半，轮到了翁仁康自己的节目绍兴莲花落

《家里人说家里话》。演着演着，他看到太阳照射的角度逐渐被房檐挡住，不
慌不忙地“现挂”了一段戏份。

“现挂”是曲艺的魅力，意味着更多的互动。观众们不是安静欣赏一段
准备周全的表演，而是近距离和台上演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观众也喜欢这样的“现挂”，聚精会神地等着每一个“包袱”。
翁仁康介绍：“今天演出不长，因为考虑到阿姨们还要回家烧饭。来阿

姨，你要不要回家烧饭的？”
人群中，一个声音立刻抢答：“已经烧好咯！”
翁仁康继续问：“烧好啦？那我们唱到晚上好不好？”
大家爆发出掌声和笑声。
翁仁康仿佛是来亲戚家做客一般，向观众们发出最亲切、最质朴的问候。
这个春节假期，舞台上的演员们都很忙。

“我们曲艺人有句老话，曲艺节日不放假。”翁仁康说，从业 40 多年来，
除了前两年因为疫情暂停了线下演出，几乎每一年的春节，他的行程都排得
很满。这不，年初一他给萧山两个村庄送去了两场演出，年初五又将赶赴上
虞，节目场场都不一样⋯⋯

今年过年重新忙了起来，翁仁康想到的不是辛苦，而是快乐：“老百姓放假
的时候，就是我们加班加点的时候。你看看，演出多了，乡亲笑了，多少好啦！”

春节假期，子女都回到身边，演出的节目也经过了特别设计。小品《文
明婚宴》、绍兴莲花落《一粒米》⋯⋯短短一个小时，7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不
仅带来了浓浓的新春佳节氛围，更传递着孝义温情和勤俭节约等文明好习
惯，也让现场观众在欢笑中回味无穷。

今年春节，浙江省文联汇聚美术、书法、戏剧、摄影、音乐、舞蹈、民间文
艺等文艺工作者，广泛开展惠民演出、专业培训、文艺支教等志愿活动。

“老街美了，朋友来了，多少好啦”

早在吴越时期，长河就有村落，南宋时期形成自然镇，到了明代，槐街和
泽街呈“丁”字形的格局基本形成。

时过境迁，老街在岁月中逐渐褪去了繁华⋯⋯2022 年 6 月，滨江区启
动长河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整治工程，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对 46 间国有
老屋进行房屋修缮。9 月，长河老街开街，手作、文创等一系列年轻业态闪
亮登场。 （下转第二版）

记者随演出团到古镇老街感受欢乐

—
—

这个春节

，村社戏台重新热闹起来

本报记者

陆

遥

春节期间春节期间，，岱山县东沙古渔镇景区岱山县东沙古渔镇景区举行了热闹的年俗纳福举行了热闹的年俗纳福
活动活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元丹郑元丹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岱山岱山 张瑾张瑾 摄摄

11月月2525日日，，杭城阳光明媚杭城阳光明媚，，西湖景区西湖景区游人如织游人如织。。
拍友拍友 里尔里尔 摄摄

游人如潮游人如潮

春节假期春节假期，，天台山大瀑布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天台山大瀑布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拍友拍友 许银炜许银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