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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晨霞

“儿子7岁，最喜欢方特欢乐世界。各地的方特我们都去遍
了，天津的方特是最好的，设施全，玩的种类也多，烟火非常绚
丽好看。”2月18日晚，在天津方特欢乐世界，烟花落幕后，来自
河北的林泉一家仍然意犹未尽。
“我是‘红楼迷’，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石家庄的

‘荣国府’是我的‘菜’。我爱人喜欢天津的航母主题公园，在网上
看到北京开了个‘首钢—高炉科幻乐园’，一直念叨着要去体验一
下。”林泉告诉记者，光是主题公园，京津冀三地就“承包”了一家
三口整个寒假的快乐。

1亿多人口、多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互补型文旅资
源……京津冀三地游客重合度高，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具有
广阔的客源市场和巨大的文旅协同发展潜力。春节前夕，2024
京津冀新春文旅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天津举行，拉开了三地春
节文旅大戏序幕。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天津文旅客
源地前五名分别为北京、上海、唐山、石家庄、保定。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大数据客流监
测显示，2023年，京津冀三地已互为重要且热门客源地。河北
和天津位列北京客源前两位，游客合计占接待外地游客总数的
42.3%；天津接待的外地游客中，河北和北京居前两位，占接待外
地游客总数的49.1%。

更深的融合来自于三地资源、理念、运营模式的碰撞与交
流。在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跨年大展“发现敦煌——敦煌艺术
情景式特展”正在展出。“数字艺术博物馆是由中国文化产业协会
和天津市达成战略合作，累计在津投资800余万元联合打造的，
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密切相关。”馆长金鹏介绍，这次的敦煌艺术
情景式特展得到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学术支持，京津区域位
置的相近让这种文旅资源的合作、融合更加容易。

■本报记者 刘莉莉

一个周末的晚上，名流茶馆古文化
街店里坐满了观众。在北京工作的刘晖
和同事坐在台下，被台上连珠炮似的“包
袱”逗得笑个不停。他们在来津的第一
站——相声茶馆，就充分感受到爽朗欢
乐的“津味儿”。
“到茶馆听相声是我们来天津的必选

项。都说‘不听相声就等于没到天津’，所
以这个天津特产我们一定要‘品尝’一
下。逛逛古文化街，听听相声，再欣赏海
河夜景，感觉很舒适惬意。”谈起天津之行
的感受，刘晖滔滔不绝。

天津是曲艺之乡，天津相声名声在
外。名流茶馆董事长于承艳表示，京津冀
协同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京冀观众知道了
天津相声，给天津相声茶馆带来更加广阔
的平台和越发蓬勃的活力。“名流茶馆古
文化街店自十几年前开张纳客时起，就陆
续有北京、河北的观众来听相声。现在，
尤其逢年过节时，京冀观众就更多了。观
众群的扩大，给演员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
间，促进演员不断钻研业务，表演既有天
津特色又能引起更多人共鸣的作品。”

这些年，记者每到名流茶馆采访，都能
遇到许多北京、河北的观众：北京的顾先生
一家都喜欢相声，他们到天津就是要实现
“现场听相声”的愿望；一位来自河北的观
众陪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听相声，希望在团
圆祥和的春节尽一份孝心；张女士与好友
从北京乘高铁来津，第一次听小剧场相声，
她们直呼“很有趣，很有人情味儿”……

河北观众周秋华常来天津，在相声茶
馆里，她感受了“热闹”，也听出了“门道”：
“我感觉天津人的幽默是开朗乐观。就像
大家到茶馆里听相声，一起放松地哈哈大
笑，然后再积极地投入生活和工作。都说
天津人自带相声属性，我想这真是刻在天
津人骨子里的一种态度。”

■本报记者 刘莉莉

摘下髯口、脱掉蟒袍、洗去油彩，天津河
北梆子剧院青年演员陈亭结束了当日上午
在河北省的演出，坐上回天津的车赶场参加
排练。再过几天，她又要到北京演出——像
这样在京津冀三地之间来回穿梭，早已是陈
亭的“日常”。

河北梆子有“燕赵大地慷慨悲歌”之称。
这门民族艺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交织演
绎在京津冀大地上。不论历史上还是现如
今，很多河北梆子演员都与三地有颇深渊源。
“我的京津冀故事可太多了！这得从小

说起。”陈亭直率地说。小时候，这个河北姑
娘因为嗓子好、能唱歌、爱艺术，误打误撞考
到了天津戏校。在天津这座戏曲重镇，她得
到老师的悉心教导，扎实学习原汁原味的河
北梆子王（玉磬）派艺术。学校一放假，陈亭
又到北京的姑姑家，由姑姑带着看了不少北
京名角儿的戏。

如今，陈亭已成长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戏
曲新星，这离不开三地土壤对她的哺育。“我
是生在河北、长在天津、嫁到北京，好像被命
运推动着以京津冀为家。”陈亭笑着说，自己
的演出足迹遍布三地，赶上节假日演出多，
一天之内就要把京津冀转个遍。“我上午从
天津出发，下午在北京演出，晚上就又赶到

河北了，因为转天在河北还有演
出。今年春节，我基本上就是三
地来回转。”

三地协同发展带来更多演
出机会，进而使陈亭得到更多舞
台锻炼，促进她的艺术日臻成
熟。陈亭也用她的勤快脚步和
宽亮嗓音，为三地文化交融的画
卷添上青春靓丽的一笔。她感
慨地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地
河北梆子演员之间的交流合作
越来越密切了，这也让民族艺术
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文化共奋进 同奏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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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帆 刘莉莉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独
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文化遗产、深厚的历史底蕴不断滋
养着这片辽阔的土地。多年传承的文化积淀从未因行政
区域的划分而割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鸿篇巨制中，三
地携手，十载奋进，共同奏响了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交
响曲。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源远流长的
燕赵文化在春天里继续谱写新时代的华彩乐章。

加强顶层设计 形成发展合力

10年来，三地共绘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蓝图，不断加强
顶层设计，建立和完善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打破
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发展合力。

2014年以来，京津冀三地联合签署了文化、演艺、群众艺
术、长城保护、人才交流等专项协议；共同制定《京津冀基层
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指导标准》《京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等
行业规范标准；建立图书馆、艺术职业教育、文化产业、演艺
等行业发展联盟……

京津冀文旅部门深度挖掘、突出特色，不断推动三地文
化旅游市场一体化发展：签署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文旅营销、
信用+旅游协同共建等一揽子合作协议，联合发布京津冀旅
游精品线路，举办京津冀冰雪旅游季，推出“欢乐京津冀，一
起过大年”新春系列活动……
“美丽京津冀”正在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以其独特的魅

力，激活区域文旅资源并深度融合，打造1亿人“说走就走”的
旅游圈，不断迸发新的生命力。

共享文化资源 同赏艺术盛会

10年来，三地在体制机制的保障下，共享文化资源，共推文化
项目，共办文化活动，共创文化精品，共塑文化品牌，共育文化市
场，为三地文化协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与京津冀三地共同举办第十三届中国
艺术节。中国艺术节是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
家级文化艺术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精品齐聚京津冀，三地
观众在家门口“观百部大戏、赏千件展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
日”在三地精彩呈现，书写了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璀璨篇章。

京津冀三地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很多非遗项目都是“一地
之源，血脉相连”。自2015年以来，三地联合举办京津冀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整合三地优秀非遗资源，搭建非遗保护、传承、交
流、合作的平台，让非遗融入当代生活。

走出去请进来 共创文化精品

京津冀三地文化，宛如一棵参天大树，根脉紧密相连，枝叶繁
茂葱郁。与生俱来的文化认同感，为三地艺术交流、创排文艺力
作、培育文艺人才、繁荣演艺市场赋予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023年5月，首届天津音乐节盛大启幕。天津歌舞剧院民
族乐团、北京民族乐团、河北民族乐团联合演出了民族交响诗
《大运河》。大气磅礴、质朴深情的旋律展现了运河文化的丰厚
与璀璨，也奏响了三地联合推动民族音乐传承发展的新篇章。

天津歌舞剧院副院长李建军说：“三地民乐团签署了京津
冀民乐联盟合作协议，依托各自优势资源，在民族音乐领域的
艺术创作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合作。”

2023年12月31日，天津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激

情奏响“京津冀新年音乐会”。从“走出去”到“请进来”，再到“大
合作”，10年来，天交在北京、河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天交携手
中国音乐学院，开辟了京津冀音乐教育界团校合作的先河。
2019年，在北京市“人才培养质量建设——一流专业建设”项目
的支持下，天交将该校的青年指挥人才“请”上舞台，指挥职业乐
团，让青年指挥在经典曲目和观众的考验下得到锻炼。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与京冀戏剧人不断开拓艺术合作空间：
“京味儿”导演执导“津味儿”话剧《爱的锅巴菜》，话剧《运河
1935》集结了三地优质的演艺资源……院长李阳表示：“京津冀
协同发展促进了三地院团的交流融合。今年我们还将与北京人
艺合作推出讲述天津故事的《大饭店》。”

更多文艺成果 惠及三地人民

三地强强联合，深度挖掘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让更多的文艺成果惠及三地人民。

据统计，自2015年起，在天津演艺网上线的涉及京津冀交流
的演出，从每年数十场增至每年数百场，至2023年累计达到1000
场，包含戏曲、曲艺、话剧、儿童剧、音乐、杂技等众多艺术种类。

越来越多的三地好戏送到了家门口，越来越多的文艺人才
崭露头角；演艺市场火了，院团“活”了，百姓的文化生活“美”了。

2015年，在全国首创“变补贴院团为补贴百姓”的天津文化惠
民卡，让更多百姓走进剧场享受文艺大餐。如今，这张小小的卡片
把文化惠民的种子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天津北方演艺集团负
责人介绍，河北演艺集团、石家庄演艺集团先后来津学习天津文惠
卡和天津演艺网系统的运营机制，并已经在当地成功移植落地。

当剧场里响起更多的掌声和喝彩，当“一小时交通圈”有了
更多的地标“打卡”地，当三地的文化生活有了越来越多的获得
感，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实、越走越宽。

蓟州区西井峪民宿。 高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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