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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和美乡村绣崆峒”——2024

年全国四季“村晚”之平凉市崆峒区花所

镇寺沟村示范展示活动举办。

活动以“和美乡村绣崆峒”为主题，

开展“乡音袅袅·传唱经典”戏曲展演、

“民星大舞台”优秀节目演出、“此食此

客·寻味寺沟”美食品鉴、“崆峒非遗·绽

放魅力”非遗体验、“万农云集·宝藏寺

沟”农特产品展销和“书画绘意·和美寺

沟”书画展览等 7 项主体活动。各项活

动采取群众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

展示，突出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群

众文艺团队、自乐班、艺术培训机构等举

办现场歌舞表演、书画展示等活动，非遗

传承人带着剪纸、泥塑、面塑等非遗文创

产品边销售边展示制作技艺，戏曲大舞

台曲子戏接连展演，各类演出班子轮番

上台表演，吸引了周边乡镇大量戏迷群

众参加活动，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

化大集市。演出节目有少儿舞蹈、民族

歌舞、小品、相声、武术、乡村摇滚、小合

唱、广场舞等门类，受众群体广泛，地域

特色鲜明，展示了当地乡村文化的独特

魅力，为广大观众尤其是为假期中的孩

子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平凉市崆峒区近年来聚力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围绕繁荣群众文

艺工作，创作了大量优秀节目，努力丰富

群众文化供给。结合民间民俗传统节

日、重要旅游时段、重要群众文化品牌活

动，积极鼓励和引导具备条件的乡镇常

态化举办四季“村晚”活动，集聚乡村资

源，促进文旅融合，树立文明乡风，激发

文化活力。

□ 王 涛

四季“村晚”欢乐无限

户外演出气氛热烈

文艺演出润物无声，润泽人心。第五届黄河

之滨文艺展演举办期间，一场场让观众在家门口

就可以享受到的文化盛宴，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故

事情景……都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增添了鲜

亮的底色。

夏 日 迟 迟 ，树 影 流 动 ，黄 河 岸 边 的 晚 风 吹

散了一天的燥热。7 月 21 日下午 6 时许，有的

观众在树荫下的台阶上席地而坐，有的观众拿

着 小 马 扎 坐 在 高 清 4K 显 示 屏 下 ，共 同 等 待 观

看 演 出 。 甘 肃 演 艺 集 团 话 剧 院 精 心 打 造 的 儿

童剧《阿拉丁和神灯》上演后，美轮美奂的舞台

布 景 、绚 烂 多 彩 的 灯 光 效 果 、演 员 们 的 精 彩 表

演 ，仿 佛 将 观 众 带 入 了 童 话 世 界 ，小 朋 友 们 目

不 转 睛 地 盯 着 舞 台 ，随 着 剧 情 的 波 动 时 而 紧

张 ，时 而 欢 笑 ，沉 浸 在 精 彩 的 故 事 情 节 之 中 。

这场儿童剧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欢乐，也让不

少家长被欢乐的氛围所感染，仿佛回到了童年

的美好时光。

天 朗 气 清 ，自 然 适 合 观 看 演 出 ，偶 尔 遇 上

阴 雨 天 气 ，也 阻 挡 不 了 观 众 的 热 情 。 7 月 23

日 ，《黄 河 之 滨 百 态 人 生》小 品 专 场 演 出 开 始

前半小时，下起了小雨，观众纷纷打起雨伞，穿

上 雨 衣 ，耐 心 等 待 。 演 员 们 在 雨 中 开 始 了 演

出 。《全 民 反 诈·天 下 无 诈》生 动 再 现 了 一 个 个

诈 骗 案 例 ，贴 近 生 活 ，极 具 警 示 和 教 育 意 义 。

《如 此 专 家》的 小 品 讲 的 是 自 诩 专 家 的 王 呆 米

欺骗消费者的故事，兰州方言一开口就引起了

观 众 的 浓 厚 兴 趣 。 与 此 同 时 ，设 计 紧 凑 的 情

节，诙谐幽默的表演，台上台下的互动，都使节

目更加有趣。

传统文化深受追捧

戏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共同记忆，深受人们的喜爱。秦腔是这次

展演的重头戏。甘肃演艺集团秦剧院演出了 7

天秦腔专场，让观众过足了戏瘾。

“秦腔深受西北五省区戏迷的喜欢，很多戏

迷发自内心的热爱秦腔。”甘肃演艺集团副总经

理、秦剧院院长马勇说，“秦腔包含浓厚的文化内

涵，是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一种延续。戏

曲艺术的教育和影响作用能对观众有所启迪和

熏陶。”

秦腔经典剧目《周仁回府》，吸引了一大批戏

迷的追捧。“只要有秦腔演出，我们就会来”，观众

郭明吉是秦腔爱好者，业余时间喜欢唱《斩韩信》

《下河东》《金沙滩》《苏武牧羊》等剧目。展演中

的秦腔折子戏《梨园春·百花争艳》《梨园春·群英

荟萃》，他一场都没落下，全都看完了。

“秦腔演员都很优秀，我非常佩服，也非常爱

听。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兰州市看秦腔的观众人

山人海，这么热情。”在外场站着观看演出的姚先

生和朋友们讨论着，同时道出自己喜欢秦腔的原

因，“第一，它都是教育人的、正能量的故事；第

二，可以通过秦腔了解一些历史知识；第三，可以

欣赏不同演员的表演技巧。”

京剧演出也同样精彩，尤其是以武戏为主

的 经 典 片 段 ，耳 熟 能 详 的 故 事 情 节 ，让 观 众 流

连忘返。

“舞台艺术通过唱、念、做、打，与观众实现感

情上的沟通、灵魂上的交流。此次演出的《天女

散花》《白蛇传·游湖》《闹天宫》京剧剧目是我们

精心挑选的以武戏为主的经典片段，可以满足不

同观众的兴趣。”甘肃演艺集团敦煌艺术团艺术

总监孟庆波如是说。

京剧演员潘钰深受观众喜爱，有些观众更是

慕名而来。《白蛇传·游湖》演出之后，她说：“室外

演出的京剧虽然少了剧场演出的声效，但是可以

接触到更多的观众，让更多人看到舞台艺术。”

“ 年 轻 观 众 在 不 断 增 加 ，这 是 一 个 可 喜 现

象 ，说 明 传 统 文 化 逐 渐 深 入 到 了 年 轻 观 众 心

中 。”已 经 参 与 了 数 届 黄 河 之 滨 文 艺 展 演 的 马

勇说。

文旅融合精彩纷呈

黄河之滨文艺展演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人

的关注，逐渐显现出文化 IP 的效应。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资源深度融合，增加

文艺展演的社会效益，需要增加更多的创意和亮

点。

“我们今年继续使用现场直播大屏，实现高

清屏幕显示和高频直播互动，为观众带来更加舒

适的观赏体验。除此之外，还增加了‘非遗文创

展区’，让游客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还能接触到甘

肃的非遗文创产品。”甘肃演艺集团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唐宁尧说。

创业者陈龙的展台上摆满了倒流香、陶艺雕

塑、妙音鸟的快客壶、绞胎动物摆件、染撷布艺等

工艺品。这些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敦煌文化、

马家窑文化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精美的造型吸

引了不少观众和游客购买。

陇南市文广旅局也带着《白马山寨欢迎您》

《小丫情歌》《敬酒歌》等特色节目参与展演并进

行文旅推介。陇南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的旅游推介一方面是为文艺展演烘托更加

浓厚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展示陇南的文旅

资源，如此次带来的沙坝粗陶、两当漆器、西和草

编、武都木雕、马勺脸谱、坪垭锦带等非遗文创，

可以让大家对陇南有更多了解。”

“黄河之滨文艺展演是一场能够让观众在休

闲纳凉的时候获得艺术享受和熏陶的活动，带上

孩子和老人一同观看，既是了解传统文化的一种

方式，还是一种放松身心的娱乐体验。”有观众如

是说。

向 往 敦 煌

8 月 2 日晚，兰州市体育公园文化广场灯光璀璨，座无虚席，为

期 15天的第五届黄河之滨文艺展演在观众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第五届黄河之滨文艺展演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旅厅主办，

甘肃演艺集团等承办。活动自 7 月 19 日开幕以来，举办广场演出 15

场、剧场演出 25 场，音乐会、儿童剧、舞剧、戏曲、曲艺、杂技、综艺等

多种艺术形式满足了观众的需求。此次艺术展演依然采用“线上直

播+线下演出”的方式，10 余万观众观看了现场演出，通过网络平台

观看的观众达 1500 余万人次。

精彩演出 润物无声
——第五届黄河之滨文艺展演透视

□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魏雅斐

音乐快板《版权保护靠大家》演出现场 张曦予

儿童剧《木偶奇遇记》剧照 马彦然

▷京剧《锦绣梨园》剧照 张曦予

活动现场 郭佳月

文化
掠影

近日，一场非遗展演盛会在祁连山北麓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举行。来自省内各

地的非遗传承人展示了裕固族婚俗、洮岷花儿、兰州鼓子、甘州小调等非遗项目。图

为凉州贤孝表演。 郎兵兵

群文
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