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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娱

京津冀三地文艺界“送福进万家”文化惠民活动举办

新春过出文化味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近日，觉悟社纪念馆组织开展“追寻伟

人足迹，传承恩来精神”薪火研学主题活动，通过再现往昔场景、讲
述历史故事以及拼图、做书签等丰富活动赓续红色血脉。
为国家独立而坚定无畏，为民族解放而奋不顾身，一段觉悟社

主题视频让孩子们仿佛回到那个风云年代。“周恩来故事我来讲”
环节，孩子们通过生动讲述一段段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故事，阐释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力量。当年，觉悟社社员们通过抓阄决
定代号，此次研学也再现往昔场景，孩子们抽取写有代号的纸条，
切身体会、感受先辈们在探索救国之路上的勇敢。在“拼图比赛”
中，大家协作拼出历史场景，在“书签制作”中，孩子们把缅怀和感
悟化为文字与图画。

觉悟社纪念馆开展研学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洋）6日，“礼赞新时代 说唱新生活——2024
天津相声节”天实景相声专场在和平区上演，为来自小白楼街道、
社区的近180名工作人员送上了欢笑与祝福。
演出当天，天实景剧院的相声演员用说学逗唱抖包袱的技艺，

为基层工作人员奉献了快板书《微妙的回忆》、相声《论梦》《双唱快
板》《对春联》《杂学唱》《礼尚往来》等节目。

天津相声节专场演出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刘桂芳）河西区文化馆联合“好像艺术”打造的
“燃爆新春——非遗邂逅写真”主题活动，正在该馆举行。活动推
出“津娃贺岁 非遗新程”新春组照，把国家级、市级非遗项目作品
巧妙化作写真创意元素，让非遗从“展品”变为“日常”，为传统佳节
注入文化新力量。
踏入活动现场，国潮韵味与新春氛围扑面而来，精心打造的拍

摄场景美轮美奂，传递着浓浓的年味。津味非遗项目作品承载着
吉祥寓意，为写真添彩。国家级非遗项目天津面塑的新春作品憨
态可掬，为写真增添灵动气息；市级非遗项目肖氏剪布技艺以布为
纸、以剪作笔，勾勒出生活万象；市级非遗项目王氏手绘盘丝的“津
门福虎”更是萌趣十足，虎虎生威中透着津城独有的民俗韵味。

据介绍，河西区文化馆还为春节“加餐”，策划了“非遗贺新春
最美中国年”系列活动，小小志愿讲解员冬令营即将开营，孩子们
将在这里锻炼口才，肩负起传播非遗的使命，让更多人了解非遗背
后的故事；非遗进社区助力托管服务及互动体验活动，也将把非遗
课堂搬到百姓家门口，让居民们在学、听、动手实践中，深入感受非
遗魅力，化身非遗的“民间传承人”。

津味非遗融入新春时尚

日前，由天津大

学主办的“变革，使传

播更有力”——“智能

传播变革丛书”首发

式在钟书阁天津店举

办，智能传播学术沙

龙活动随后开启。

本报记者 仇宇浩

姜宝成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仇宇浩 摄影 曹彤

“我带孩子专门从南仁垺村来的”“我
们住种东村”“我从六户村来的”……昨日，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在大风中欢快地舞动，
宝坻区新开口镇百姓大舞台锣鼓喧天，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京津冀三地艺术家在
此联手献上的非遗展示、文艺惠民演出与
新春送福活动，让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
“瓣瓣同心京津冀 欢欢喜喜过大

年”——京津冀三地文艺界“送福进万家”
文化惠民活动暨“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
他”天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
慰问演出活动，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北京市
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京津冀三
地文联主办，天津市文联组联部、天津市文
艺志愿者协会、天津市宝坻区委宣传部等
承办，充分体现了京津冀三地的地域一体、
文化一脉、人缘相亲、民心相通、风俗相近。
上午，记者跟随市文联的艺术家们一起

来到新开口镇百姓大舞台。演员们在舞台
上为下午的演出彩排，非遗作品展示交流区
设在舞台对面的棚子里，闻讯陆续赶来的村
民在这里感受杨柳青年画、金石撕纸、内画、
蛋雕、面塑、剪纸、掐丝彩砂画等民间艺术之
美，体验浓浓的年味。国家级非遗天津葫芦
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赵伟带来了工艺精
湛、寓意吉祥的各种葫芦，他说：“‘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已经被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了，今天
是腊八，过了腊八就是年，我们这些非遗传
承人在这里给大家展示各种非遗技艺、送上
祝福，让更多人了解非遗、爱上非遗，感受年
的气息，真的非常有意义。”
“我喜欢这些小动物，这些技艺好神奇

呀。”跟姥姥、妈妈一起来的四年级学生张
贺煊，先是被汪氏料器制作技艺展台上摆
放的十二生肖吸引，然后来到新春送福活
动区域排队。这里有10位书法家现场挥
毫泼墨，为村民写“福”字和春联。
“爷爷，能给我写个‘福’字吗？”“好嘞，

小朋友。”书法家笔走龙蛇，满载美好祝愿
的“福”字，很快就交到张贺煊手中。“妈妈
你抻着这边，姥姥你抻这边。”张贺煊精心
地对待墨迹未干的“福”字，生怕一不小心
弄花了。张贺煊的妈妈笑容满面地说：“我

们从南仁垺村过来半小时吧，知道有活动，
专门来的。看这‘福’字多喜气！风是大，
但心里高兴。”
在棚子的另一边，传统花会、舞狮等表

演，舞出浓郁民俗风情、美好生活期盼，也
带出浓浓年味。村民们围成一圈，一边观
看一边叫好，大风将铿锵响亮的锣鼓声和
人们的欢声笑语送向远方。宋汉宽和老伴
儿康秀玉从种东村来，“我们就住附近，抬
腿就到了。先在对面逛了集，再来领‘福’
字、看表演，这一趟可来值了。”

下午的文艺惠民演出，将当天的活动
推向高潮。开场少儿舞蹈《津娃传承·年画
情》充满津味和童趣；三地演员深情同唱
《瓣瓣同心》，唱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力
密码；天津快板《津城春韵》用地道天津话

细数津城美景，展示天津魅力；三地戏曲名
家联唱，尽显传统戏曲之美；《相和歌》再现
汉代舞蹈的厚重气势与古朴柔美；《红旗飘
飘》唱出爱国情怀；魔术《年年有余》祝福观
众日子越过越红火；《春风十万里》唱出春
的希望……艺术家以饱满热情和精湛技
艺，为宝坻父老乡亲献上最诚挚的新春祝
福，观众的掌声、叫好声、笑声此起彼伏，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感拉满。
“好看，还想再看！我爱听戏，戏曲联

唱听得过瘾！能在家门口这么近距离地看
到三地名家的演出，太幸福了！生活好了，
精神追求也就高了，就想多看这样高水平
的演出。”52岁的张福忠来自六户村，他不
仅看得开心，还举着手机现场直播，让没能
赶来的村民也饱饱眼福和耳福，“他们看了

都给我点赞呢！我们村上个月月底才开的
抖音号‘和美六户’，今天是我当主播的第
六场直播。”

从王家口村来的王振芝也是戏迷，最
爱三地戏曲名家带来的评剧清唱《秦香
莲》、京剧清唱《野猪林》、河北梆子清唱《南
北和》选段，“我今天特意穿得多，不觉得
冷。舞台上，演员穿那么少，给我们带来这
么好的演出，太感谢了。”
“天津的观众懂戏，来天津演出很多次

了，反响也特别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京
津冀三地文联共同举办的演出，非常激动，
也特别开心。”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于
海泉特意带来中国评剧院保留剧目《秦香
莲》的选段，“我一早从北京出发，来到天津
就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舞台很漂亮，观
众也很热情。我是从基层走出来的，特别
愿意来基层演出，跟剧场演出比，这样的露
天演出，演员距离观众更近，能更清楚地看
到观众的眼神，更直接地感受观众的反馈，
这对演员来说是一种鼓励。”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河北梆子传统戏，

也是戏迷非常熟悉的《南北和》选段。”河北
省河北梆子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邱瑞德非常开心能把家乡戏
带到天津宝坻来，“我昨天到的，第一次来
宝坻，特意去集市上逛了逛，沾了沾喜气，
特别热闹，特别有过年的气氛，感觉特别
好。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三地
文艺家走进街镇、乡村，把京津冀各有特色
的艺术带给当地观众，也感受到当地的民
俗风情。天津的观众很热情，我们的演出
就更带劲儿了。”
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

梅花奖获得者黄齐峰献上京剧清唱《野猪
林》选段。他说：“在腊八这一天，把艺术享
受、新春祝福送到观众家门口，这是我们的
荣幸和责任。虽然天冷风大，但是观众太
热情了，让我心里感觉热乎乎的。这次活
动给三地演员搭建了交流平台，让我们共
同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
三位戏曲名家共同表示：“京津冀一体

化，三地演员也像一家人一样，我们一起聊了
很久。观众就是演员的评委，见证演员一步
步成长。这次演出就是我们交给天津父老乡
亲的一份答卷，观众满意，我们就开心。”

上图 书法家为村民写“福”字。

左图 演员深情唱响经典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