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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下乡 让艺术扎根泥土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超

本报讯（记者 邵群峰）“快到
点了老刘，赶紧拿上马扎走，去晚
了就没有好位置了……”2月27日刚
过午饭时间，睢阳区闫集镇敏周楼
村文化广场上就聚集起数百名群
众，舞台搭起来、锣鼓响起来、豫剧
唱起来、节目演起来，一场精彩纷呈
的“文化大餐”送到了群众身边。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闫
集镇联合商丘市文化馆、睢阳区文
化旅游局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精彩的

“文化盛宴”，真正打通公共文化服
务“最后一公里”。

此次演出在歌舞《希望的田野
上》 拉开序幕，《十五贯》《劝驸
马》《包青天》《打銮驾》《刘大哥
讲话理太偏》等戏曲选段，让台下

观众切身感受到了传统戏曲文化的
魅力，一个个听得全神贯注、如痴
如醉，喝彩声、鼓掌声此起彼伏；
《映山红》等舞蹈节目，伴随着恢
宏大气的旋律，全场气氛被迅速引
燃，舞者脚步轻盈、身姿婀娜，让
现场观众深深感受到了舞蹈的艺术
之美、气韵之美；变脸、魔术《和
平盛世》 更是让台下群众惊叹不
已、连连叫好，也将演出活动再次
推上高潮。

整场演出节目形式多样、好戏
连台，展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篇
章，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与追求，切实增强了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现场群众
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记录下演
出中精彩的时刻，有的干脆开起了
直播，把美好时光即时分享了出去。

村民刘英说：“送戏下乡这个

活动搞得特别好！把戏曲送到我们
家门口了，这个剧团演得也很好，
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多举办几
次。”群众对送戏下乡活动赞不绝
口，就连小朋友也兴高采烈地围坐
在舞台前。

“此次‘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活动，真正地把文化舞
台搭到群众身边、搭在百姓家门
口，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
方式不仅给群众带来了欢乐，也在
无形中提升了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文
化素养，营造了文明和谐的乡村文
化氛围，进一步助推了乡村振
兴。”闫集镇党委书记韩传敬表
示，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开展多种
形式的文化进万家活动，倡导积极
向上的乡村文明新风，不断提高群
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建设

“魅力强镇 红色闫集”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百姓家门口搭起大舞台

▲ 睢阳区闫集镇联合商丘市文化馆、睢阳区
文化旅游局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 村民们在观看演出。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邵群峰 摄

赏一出好戏，迎一年新春。应漯
河市郾城区新店镇尧张村的邀请，商
丘市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原商丘市
豫剧院）全体演职员 2月 23日连夜赶
往尧张村演出，首场演出的新编历史
剧《宋桓夫人》由豫东调传承保护中
心党支部书记、主任陈新琴饰演宋桓
夫人、党支部副书记韩振业饰演宋
桓。优美动人的唱腔、精彩多姿的表
演、光鲜亮丽的服装、美轮美奂的灯
光，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该中心在
该村 4天演出 12场戏，让老百姓过足
戏瘾。

连日来，市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
赴山西、漯河等地演出，为当地居民
带去了一场场文化盛宴。在山西省长
治市西申庄村演出现场，附近的居民
总是在开演前的一个多小时就生起了
火炉，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搬着凳子早
早地赶到演出现场（如右图。受访者
供图）。台上演员演得好、唱得好，台
下群众听得醉、乐开怀，还时不时拿
出手机记录下精彩瞬间。一时间，西
申庄村成了欢乐的海洋。

“作为一名演员，作为一名豫剧
人，每到一处看到人山人海的观众心
里的激动是无法言说的。金杯银杯都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能让群众感受到
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营造尊重戏

曲、弘扬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我们
累点、苦点心里也是甜的、暖的。”陈
新琴告诉记者，新时代新征程，需要
文艺事业有新的作为。在百年未有的
历史变局与时代机遇中，作为文艺工
作者，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
历史主动，积极投身伟大
时代，“我们会创作更
多反映时代气象和
人民心声的精品
力作，来建设文
化强市，来回馈
党和人民！”

除了走出
去，商丘市豫
东调传承保护
中心还深入到商
丘各县区和农村
的田间地头，传承
和弘扬传统戏曲文
化。

“我们精心编排群众喜
爱的丰富多彩、贴近生活的节
目，以‘地头演出’的形式深入村
庄，开展送戏下乡演出。每一场演
出，我们的演员都精心准备，以形式
多样的表演，满足群众不同的口味。”
陈新琴说，通过送戏下乡活动，不仅
可以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更可以

让传统艺术传承接地气。
2023年农历春节第一天，陈新琴

带领全体演职员们分别在火神台和陈
家大院两个旅游景点开展为期 6天的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艺
惠民演出活动。演员们以专业

的演出和精湛的技艺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
声和喝彩，演出内
容丰富、形式多
样，为节日期间
营造浓厚的文
化氛围，丰富
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这
也是传承保护
中心的文艺工作
者倾情奉献给观

众的节日艺术盛
宴，让广大戏迷朋

友在春节期间过足戏
瘾，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月8日，商丘市豫东调传承保护

中心全体演职员为民权县庄子镇流通
村的村民们送去了《换子恩仇》《秦香
莲后传》等经典传统剧目。

2 月 1 日，商丘市“百戏进百
乡”惠民演出在睢阳区闫集镇王驸马

村启动。本场演出，市豫东调传承保
护中心给村民带来的是经典剧目《风
雨情缘》。舞台车前吸引了来自周边的
乡亲驻足观看。演职人员热情高涨，
演出一丝不苟，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
表演让观众大呼过瘾，喝彩声、鼓
掌声此起彼伏，大家看得兴高采烈，
时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精彩瞬间，深
深地沉浸在精彩的演出中。

“百姓们看戏的热情让我们每一位
演员都很感动。每场演出都有三五个
村的百姓拿着马扎早早等着开场。一
场结束，剧团要赶往另一个村，村民
们就骑上电动车，早早去那个村等
着。老百姓的热情也成了我们演出最
大的动力。”陈新琴说道。近年来，商
丘市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积极配合开
展了“百戏进百乡”演出活动、“我们的
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活动，把戏
台直接搭在老百姓家门口，让老百姓
不出村，就能看到精彩的节目。

“艺术只有根植于人民群众，才能
不断地汲取营养，才能保持充盈的活
力。”陈新琴表示，今年，他们将继续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满足基层群众文化需
求，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凝聚奋
进新时代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本报讯（记者 李岩） 2月 28日，记者从市红十字会获悉，河南
省红十字会出台《关于人体（遗体）器官捐献困难家庭子女助学实施
方案》，从2023年度开始，被高等学校（大学、高职高专及高等专科
学校）录取的、在河南省捐献人体（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子女，每人
可获得一次性资助5000元。

《方案》中提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试点工作方案》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订本实施方
案。资金筹集主要来自财政支持、医院捐赠、社会捐赠、受益者捐赠
等渠道。

据了解，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户籍所在地县（区）级红十
字会申请，领取资助项目申请表，完善内容及相关资料，将完善的申
请资料提交至户籍所在地县（区）级红十字会后，经市级红十字会审
核，报送河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

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这个《实施方
案》的出台，体现了省红十字会及社会各界对人体（遗体）器官捐献
困难家庭的关爱，市红十字会将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
审批流程，确保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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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就让孩子在村里上公办幼
儿园，现在幼儿园改造好了，条件好，学
费又便宜，接送孩子还方便。”2月 28日，
示范区贾寨镇万庄村村民张丽说。近期，
让孩子上哪家幼儿园，成为该村村民议论
较多的话题。

以前，万庄小学附属幼儿园园舍陈
旧，只能容纳 3个教学班，招生名额也
有限。2022 年我市实施省重点民生实
事学前教育普惠扩容工程，万庄小学
附属幼儿园被列入改扩建项目。经过
改造，该园新建了教学楼，园舍也由
原来的 3 个班扩建到 6 个班，学位也增
加到 180个。2022年全市新建公办幼儿
园 14 所 ，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116.7%；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44 所，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25.7%；新增公办学
位 9800 个 ，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148.5%。有效提升了我市学前教育普及
普惠水平，切实缓解了百姓关切的“入
公办园难”等问题。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作
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
着为儿童的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基的重要
职责。近年来，为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
惠发展，省、市政府数次将“学前教育新建
改扩建幼儿园”项目纳入年度省、市重点
民生实事予以保障。

2022年商丘市教育体育局按《2022年
商丘市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工作方案》任务
分工，坚守人民立场，扎实开展工作，强力
推进实施省重点民生实事学前教育普惠
扩容工程。

市教体局根据省重点民生实事考核办法和考核指标，压实责任，
将省定 48所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项目和新增公办幼儿学位 6600个
的目标任务分解到各县（市、区），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
确保每个建设项目有人管、有人干，保障民生实事“落地”。各县
（市、区）认真部署，如虞城县政府为项目开辟“绿色通道”，设置施
工专用通道，将施工场地与其他场所完全隔绝，保障疫情期间项目正
常施工。

为狠抓质量和进度，市教体局组织人员按照时间表对项目进度开
展定期、不定期督查，全面督导项目建设、档案记录等工作，协调解
决项目建设遇到的问题。对推进缓慢的县（市、区）及时进行实地督
导，去年 6月、8月、10月针对进展缓慢的县（市、区）开展了三次
专项督导，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对督导结果予以通报或下发提醒函（督办单），确保项目保质保
量、如期完工。各县（市、区）注重工作实效，积极推动项目落实。

为更好地推进项目进程，市教体局建立市级项目库，实施“市-
县”二级台账管理制度，加强对项目进展情况的日常监测，明确各级
责任人，实行周调度、月月报制度，精准把握项目进度，确保项目建
设按照既定目标和时间表顺利实施。面对新冠疫情多轮冲击的复杂局
面，市教体局认真研判，迅速反应，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倒排工
期，调整年初台账进度表，有效避免了工期延误。夏邑县教体局实行
局领导班子分包责任制，专人把控项目进度。柘城县教体局实施幼儿
园建设项目“一园一档案”，建立“周周报”施工、“月月报”台账、

“季度报”总结的工作推进制度。
通过实施省重点民生实事学前教育普惠扩容工程，我市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扩充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22年年底，我市学前教育毛
入园率达到93%，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40%，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5%，比上年提
高3.5个百分点，为顺利完成“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目标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全市新建公办幼儿园14所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6.7%

●改扩建公办幼儿园44所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25.7%

●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9800个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48.5%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张睢）“金钟响玉鼓应王登龙廷，喜
的是太平年五谷丰登……” 2 月 27
日，伴随着铿锵的锣鼓、传统的唱
腔，一首经典豫剧《铡西宫》拉开了
此次送戏下乡的帷幕。

喝彩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场上
场下气氛热烈，真正让群众近距离地
感受到了戏剧的魅力，给百姓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为进一步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
设，丰富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民权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民权县豫剧
团、民权县伯党乡文化所联合到伯党
乡伯西村开展连续 4 天的“送戏下
乡”演出活动。

今年 78岁的伯西村村民李贤忠是
位老戏迷，知道村里唱大戏，便早早
来到现场。他开心地说：“送戏下乡活
动满足了乡村群众的文化需求，让大
家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好的文艺表
演，党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好，我们的
生活也越来越多姿多彩！”

《刘墉会督》《巡按斩子》《少国
公》《铡许翠萍》等精彩曲目陆续上
演，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演员表演惟
妙惟肖，平凡而真实，大家不自觉跟
唱起来，表演结束时群众仍意犹未尽。

“此次戏曲下乡活动的举办为村民
们送来了欢乐与笑声，带来了政府的
温暖与关爱，更是将好政策、好传统
送到了群众身边，助推了乡风文明的
建设，下一步，我乡将以文化所、站
为阵地，开展多种形式文化进万家活
动，真正做到将文化惠民工程贴近群
众、深入农村，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向
上的乡村文明新风尚，营造良好乡村
文化氛围。”伯党乡党委书记陈大春如
是说。

文化惠民
好戏连连

村民们在观看戏曲演出。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