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涛

“ 我 家 4 口 人 ，今 年 1 栋 休 闲 采

摘 日 光 温 棚 收 入 3 万 元 ，2 亩 万 寿

菊 、板 蓝 根 收 入 2 万 元 ，家 里 8 间 客

房 收 入 5 万 元 ，再 加 上 其 他 收 入 ，全

年 收 入 超 过 15 万 元 。”近 日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西 吉 县 吉 强 镇 龙 王 坝 村 村

民 焦 丽 娟 算 了 一 笔 账 。 她 说 ，这 都

是 焦 书 记 组 织 村 民 实 施“1234”工 程

（新 建 1 栋 休 闲 采 摘 日 光 温 棚 ，种 植

2 亩 油 用 牡 丹 、万 寿 菊 等 经 济 作 物 ，

改 造 3 间 客 房 ，贷 款 4 万 元）给 他 们

带来的好日子。

焦 丽 娟 说 的 焦 书 记 ，就 是“全 国

文化和旅游系统劳动模范”，龙王坝

村 党 支 部 副 书 记 、宁 夏 瑞 信 龙 王 坝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焦建鹏。

1981 年 出 生 在 龙 王 坝 村 的 焦 建

鹏 ，亲 历 了 乡 亲 们 的 艰 难 困 苦 。 龙

王 坝 村 地 处 宁 夏 南 部 山 区 重 点 贫 困

区 ，全 村 8 个 村 民 小 组 、400 户 、1700

口 人 。 没 有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前 ，靠 天

吃 饭 的 村 民 年 人 均 收 入 不 到 3000

元 。 焦 建 鹏 曾 经 最 大 的 愿 望 ，就 是

走出贫困的龙王坝村。

2001 年 大 学 毕 业 后 ，焦 建 鹏 和

朋 友 在 银 川 开 了 家 广 告 公 司 。 几 年

间，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年营业额超

过 千 万 元 。 就 在 公 司 蒸 蒸 日 上 时 ，

焦 建 鹏 却 做 了 一 个 让 所 有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决 定 —— 回 乡 搞 旅 游 ，带 老 乡

吃上旅游饭。

焦 建 鹏 说 ，考 上 大 学 走 出 山 村

后 ，他 每 次 回 家 看 到 乡 亲 们 还 在 为

生活犯愁，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

心 里 就 不 是 滋 味 ，总 有 一 种 回 乡 创

业的冲动。

焦 建 鹏 发 现 ，龙 王 坝 村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有 龙 王 庙 寺 庙 群 及 保 存 完

好 的 古 城 堡 ，而 且 刚 好 位 于 火 石 寨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和 党 家 岔 震 湖 两 大 景

点 之 间 ，北 接 309 国 道 ，南 连 西 兰 公

路，交通便利。

2010 年 ，焦 建 鹏 在 龙 王 坝 村 流

转 了 1200 亩 土 地 ，成 立 了 心 雨 林 下

产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建 成 千 亩 油 用 牡

丹 基 地 ，带 领 村 民 种 田 种 风 景 的 同

时 ，建 起 农 家 餐 饮 中 心 、文 化 小 广

场 、窑 洞 宾 馆 等 ，培 育 了 集 观 光 、旅

游、餐饮、民俗体验等为一体的乡村

特色旅游项目。

“2015 年 ，焦 书 记 动 员 我 做 民

宿 ，并 帮 我 家 贷 款 5 万 元 ，把 我 家 房

子改了 3 间民宿 ，年收入 4 万元。现

在我家民宿已经发展到 6 间，今年受

疫情影响，生意不如往年红火，仍然

收 入 5 万 元 。”村 民 杨 慧 琴 说 ，村 里

没 搞 乡 村 旅 游 前 ，家 里 种 了 30 多 亩

地 ，一 年 忙 到 头 ，全 家 7 口 人 总 收 入

还 不 到 2 万 元 ，现 在 年 人 均 收 入 近 2

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

“ 村 民 从 刚 开 始 不 理 解 、反 对 ，

到 现 在 主 动 参 与 ，这 个 过 程 太 艰 难

了 。”焦 建 鹏 说 ，找 政 策 、筹 资 金 、搞

宣传、跑客源，从开始回村创业那天

起，他就丝毫不敢懈怠。

60 多岁的王凡琴在村里当保洁

员，每月收入 1500 元；刘春花做餐饮

服 务 ，月 工 资 2000 元 …… 在 焦 建 鹏

带领下，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如

今的龙王坝村 60 多户有精品民宿客

栈 ，建 成 56 孔 窑 洞 、能 容 纳 500 人 同

时 就 餐 的 大 餐 厅 、演 出 大 厅 、乡 村

KTV 等 50 多 个 游 乐 项 目 ，已 成 为 集

吃 、住 、行 、游 、购 、娱 于 一 体 的 乡 村

旅游网红村。

“1234”，带老乡吃上旅游饭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劳动模范”焦建鹏

□ 章璇

在“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

作 者 ”、浙 江 旅 游 职 业 学 院 厨 艺 学 院

院长金晓阳家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

雕刻作品照片和荣誉证书、奖章。一

件 件 作 品 、一 张 张 证 书 、一 枚 枚 奖

章，见证了他从一名厨艺新手到烹饪

大师的成长历程。

从 业 32 年 来 ，金 晓 阳 始 终 坚 守

在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育第一线，培

养了众多烹饪人才，做好中国烹饪的

筑梦人、领跑者和传播者。

做学生成长的筑梦人

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好老师，是

金 晓 阳 读 书 时 的 梦 想 。 做 了 烹 饪 教

师 后 ，他 每 天 除 了 和 学 生 们 待 在 一

起 ，就 是 回 宿 舍 备 课 。“ 每 次 上 课 前 ，

我 都 会 做 好 充 足 的 准 备 。 为 了 吃 透

教 材 内 容 ，我 会 把 整 本 教 材 抄 一 遍 ，

一边抄一边了解熟悉，看到已经过时

的 内 容 ，便 查 阅 资 料 或 向 前 辈 请 教 ，

及时更新教案。准备工作做充分，上

课就能全程脱稿了。”金晓阳说。

课 堂 上 的 金 晓 阳 对 学 生 要 求 非

常 严 格 ，不 准 迟 到 早 退 、作 业 必 须 保

质 保 量 按 时 提 交 、课 上 不 准 开 小 差 、

课 下 要 苦 练 基 本 功 …… 为 了 和 学 生

一 起 更 好 地 了 解 行 业 最 新 知 识 和 技

能 ，金 晓 阳 积 极 参 加 省 市 厨 师 交 流

研 讨 会 ，向 行 业 内 的 佼 佼 者 虚 心 求

教 ，回 校 后 再 将 学 到 的 内 容 分 享 给

学 生 。 授 课 之 余 ，他 和 学 生 们 打 成

一 片 ，一 起 聊 天 ，一 起 打 扫 卫 生 ，帮

助 他 们 解 决 学 习 和 生 活 中 遇 到 的

难 题 。

作为老师和学院管理者，金晓阳

紧 紧 围 绕“ 厨 德 立 人 、厨 艺 立 身 ”的

教 育 理 念 ，坚 持“ 品 德 ”和“ 能 力 ”并

重。他始终认为，厨师是一个每天都

要和人打交道的职业，其品德关系着

食 品 卫 生 、顾 客 健 康 ，是 重 中 之 重 。

同时，他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等高级别的国内外大赛，获得金牌近

百枚、省级奖牌百余枚。

做职业教学的领跑者

长 期 从 事 一 线 教 学 和 管 理 工 作

的 金 晓 阳 ，在 学 校 建 设 、教 学 改 革 、

国 际 化 等 方 面 积 累 了 大 量 经 验 。 他

深 知 未 来 行 业 发 展 的 大 趋 势 和 烹 饪

行业的人才需求。

“ 培 养 烹 饪 大 师 ，说 到 底 就 是 要

培 养‘ 高 素 质 、国 际 化 、管 理 型 和 技

术 型 ’的 美 食 创 作 人 才 。”从 教 以 来 ，

金 晓 阳 积 极 拓 展 学 生 的 知 识 面 和 视

野。通过第三方公司，积极促成本校

与 国 际 酒 店 和 国 内 知 名 高 端 酒 店 的

实习合作项目，在实习前为学生开设

岗 前 培 训 班 ，跟 进 学 生 的 实 习 进 度 ，

努 力 将 一 批 又 一 批 烹 饪 学 子 培 养 成

行政总厨等行业内的领军人物。

做烹饪文化的传播者

全民烹饪技术普遍提升，很多传

统 美 食 制 作 技 艺 却 面 临 失 传 风 险 。

“ 在 我 进 入 烹 饪 行 业 后 不 久 ，父 亲 就

劝我要多关注非遗美食，尽量把老一

辈 的 美 食 做 法 完 美 地 保 留 下 来 。”金

晓 阳 回 忆 ，有 一 年 回 到 家 乡 ，他 发 现

很多小时候常吃的店铺早已关门，有

的店铺虽然门面没换，但是店里的老

板和食物的口味都变了样。那时，他

就 清 楚 地 意 识 到 应 该 为 非 遗 美 食 的

传承工作出一份力。

随 后 ，金 晓 阳 便 带 领“ 诗 画 浙

江·百 县 千 碗 ”美 食 传 承 、推 广 与 研

究 创 新 团 队 ，开 展 浙 江 省 餐 饮 类 非

遗 传 承 人 群 研 习 班 等 培 训 ，举 办 浙

江 传 统 美 食 展 评 活 动 ，主 持 编 撰《浙

江 饮 食 文 化 遗 产 研 究》，深 度 挖 掘 乡

村 传 统 美 食 ，致 力 于 非 遗 美 食 的 保

护 和 传 承 。

“烹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最

直 接 、最 有 特 色 、最 可 视 化 的 文 化 输

出方式，如果通过现代化媒体手段进

行 宣 传 ，会 产 生 更 大 的 影 响 。”为 保

留住杭州传统名菜的烹饪技艺，金晓

阳 联 合 院 内 9 名 专 业 老 师 和 72 名 杭

州 本 地 名 厨 ，摄 制 了《杭 州 传 统 名 菜

与 创 新》系 列 短 视 频 ，记 录 下 西 湖 醋

鱼等 36 道杭州传统名菜和 36 道衍生

创新菜的制作技艺。

近些年，金晓阳还积极与国外中

餐 馆 、酒 店 、旅 游 学 院 等 平 台 合 作 ，

承办了亚洲美食节之“美食与优雅生

活 ”国 际 论 坛 ，与 塞 尔 维 亚 酒 店 管 理

学 院 联 合 建 立 了“ 中 塞 旅 游 学 院 ”，

策划拍摄了“线上中国传统美食工作

坊 ”短 视 频 ，助 推 中 国 烹 饪 文 化“ 走

出去”。

培养烹饪人才 传承美食文化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金晓阳

□ 王涛

2021 年 10 月 10 日，宁夏旅游“大

篷 车 ”全 国 巡 演 在 银 川 启 动 ，随 后 走

进兰州、西安等 10 个重点客源城市 ，

全 方 位 展 示 宁 夏 黄 河 文 化 、大 漠 星

空 、酒 庄 休 闲 、动 感 体 验 等 特 色 优 势

文 化 和 旅 游 资 源 。 这 是 宁 夏 话 剧 艺

术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创 新“ 大 篷 车 ”文 化

艺术传播方式、推动宁夏文化和旅游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举措。

宁 夏 话 剧 艺 术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的

前身是宁夏话剧团。20 世纪 80 年代

起 ，宁 夏 话 剧 团 以“ 大 篷 车 ”形 式 送

戏下乡，开辟了文艺团体为基层群众

服 务 的 新 途 径 。“ 大 篷 车 ”行 驶 百 万

公 里 ，流 动 演 出 9000 余 场 ，遍 及 宁 夏

乡 镇 ，并 到 全 国 各 地 巡 演 。 2021 年 ，

宁夏话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荣获“全

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流动的“戏园子”

“当年村里的大喇叭一响，‘大篷

车 ’一 来 ，人 们 顾 不 上 吃 饭 就 去 抢 位

置 。”年 过 七 旬 的 永 宁 县 永 清 村 村 民

马 山 福 说 ，“ 那 时 候 没 电 视 ，每 年 就

盼 着‘ 大 篷 车 ’来 。 他 们 演 的 都 是 我

们身上发生的事，大家都爱看！”

原 宁 夏 话 剧 团 团 长 王 志 洪 清 楚

地记得，1984 年 12 月 26 日，宁夏话剧

团创作的第一部农村题材话剧《庄稼

汉》接 受 了 40 多 位 农 民 评 委 的 评

审。得到评委一致认可后，剧团领导

却 犯 愁 了 ：剧 本 让 农 民 满 意 了 ，没 有

演出场地怎么办？

“ 再 难 也 要 让 老 百 姓 看 上《庄 稼

汉》这 个 戏 ！”王 志 洪 和 演 员 们 集 思

广益，决定把一辆旧的大卡车改装一

下 ，能 拉 演 员 、家 当 ，还 能 当 流 动 舞

台 。 说 干 就 干 ，经 过 半 个 多 月 的 努

力，宁夏话剧团“大篷车”开动了。

从此，这辆文化“大篷车”奔驰在

宁夏的乡间田野，揭开了话剧艺术下

乡 送 戏 的 序 幕 。 借 助“ 大 篷 车 ”，《庄

稼 汉》一 演 就 是 700 多 场 ，深 受 老 百

姓 喜 爱 ，这 辆“ 大 篷 车 ”也 成 了 老 百

姓心中流动的“戏园子”。

1990 年 ，“ 大 篷 车 ”第 一 次 走 出

宁 夏 ，途 经 21 个 省 、市 ，演 出 660 场 。

2001 年 11 月 ，《梅 家 小 院》开 始 全 国

巡 演 ，历 时 86 天 ，行 程 近 4 万 公 里 ，

演出 47 场，观众达 10 余万人次，每到

一 地 都 引 起 轰 动 。 话 剧 泰 斗 李 默 然

观 看《梅 家 小 院》后 评 价 ：“ 宁 夏 话 剧

团 真 不 愧 是 全 国 文 化 战 线 上 的 一 面

旗帜，连我们这些以演戏为职业的人

都多次被感动得流下热泪。”

没 有 奢 华 布 景 、没 有 高 档 音 响 、

没 有 炫 目 灯 光 的 宁 夏 文 化“ 大 篷 车 ”

开始享誉全国，成了一个响当当的文

艺品牌。

党和人民的“连接桥”

“ 我 们 所 经 历 的 年 代 ，是 中 国 发

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如何把每个时期

党 的 路 线 、方 针 、政 策 和 宁 夏 翻 天 覆

地的变化，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

式送到城市乡村？没有捷径，就是要

深入老百姓的生活，创作出接地气的

好戏。”王志洪说。

“ 大 篷 车 ”流 动 舞 台 面 向 的 观 众

群体主要是农民，演出剧目也多为农

村 现 实 题 材 话 剧 。 为 了 创 作 出 老 百

姓 喜 爱 的 戏 ，王 志 洪 带 着 创 作 、演 出

人员走遍了宁夏乡村，经常与老百姓

同 吃 、同 住 、同 劳 动 ，有 时 一 下 乡 就

是一个多月。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源 自 宁 夏 最

基 层 的《庄 稼 汉》《女 村 长》《梅 家 小

院》等 一 批 优 秀 剧 目 脱 颖 而 出 ，深 受

老 百 姓 喜 爱 ，获 得 中 宣 部“ 五 个 一 工

程奖”等多个国家级专业奖项。

如今，宁夏话剧团“大篷车”已更

新至第四代，演员众多。他们从人民

中 来 、到 人 民 中 去 ，通 过 话 剧 把 党 的

路 线 、方 针 、政 策 送 到 基 层 一 线 ，成

为党和人民的“连接桥”。

宣传宁夏的“新名片”

2009 年，宁夏话剧团作为宁夏文

艺 院 团 文 化 体 制 改 革 试 点 单 位 率 先

改 制 转 企 。 单 位 名 称 和 人 员 身 份 的

变化，不但没有影响“大篷车”到基层

一线演出，反而为“大篷车”注入了新

的 活 力 ，让“ 大 篷 车 ”跟 上 了 时 代 步

伐，进而更好地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改制后，宁夏话剧艺术发展有限

公 司 认 真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创 作

导 向 ，贯 彻“ 深 入 生 活 、扎 根 人 民 ”的

创 作 方 针 ，创 作 出 反 映 脱 贫 攻 坚 、民

族 团 结 、建 设 新 宁 夏 的《喊 水 村 移 民

纪 事》《高 沙 窝 脱 贫 记》等 优 秀 剧

目 。 2020 年 ，《闽 宁 镇 移 民 之 歌》《高

沙窝脱贫记》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庆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舞 台 艺 术

精 品 创 作 工 程“ 百 年 百 部 ”重 点 扶 持

作品。

现在，宁夏话剧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 正 在 总 结 创 新“ 大 篷 车 ”经 验 ，不

断 丰 富“ 大 篷 车 ”演 出 内 容 ，立 足 宁

夏 ，走 向 全 国 ，使“ 大 篷 车 ”成 为 宣 传

美丽新宁夏的一张新名片。

“大篷车”永远在路上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宁夏话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 王涛

“ 扫 盲 、搞 文 化 活 动 、宣 传 党 的

政 策 …… 我 们 这 个 文 化 站 ，老 百 姓

的 事 永 远 也 干 不 完 ！”“ 全 国 文 化 和

旅 游 系 统 先 进 工 作 者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银 川 市 金 凤 区 良 田 镇 文 化 站 站

长张望梅说。

2004 年 ，张 望 梅 调 到 良 田 镇 文

化 站 工 作 。 说 是“ 文 化 站 ”，其 实 就

是她一个人和沙丘里的一间房。

良 田 镇 8 个 村 全 是 从 宁 夏 南 部

贫 困 山 区 搬 迁 而 来 的 。 张 望 梅 上 任

时 ，村 民 都 忙 着 盖 房 、打 工 挣 钱 ，一

说 搞 文 化 活 动 ，大 家 都 觉 得 是“不 务

正 业 ”。 为 了 打 开 局 面 ，她 费 尽 周 折

联 系 了 一 个 秧 歌 队 到 各 村 表 演 ，不

想 一 个 村 还 没 演 完 ，就 被 村 民 们 挡

住 了 。 村 干 部 专 门 找 她 谈 话 ，说 她

这 是 把 村 民 往“歪 路 ”上 引 。 这 件 事

对 张 望 梅 打 击 很 大 ，也 让 她 开 始 琢

磨：村民想什么？缺什么？要什么？

经 过 调 查 ，张 望 梅 发 现 村 里 大

多 数 人 ，特 别 是 家 庭 妇 女 都 不 识

字 。 她 决 定 ，先 利 用 村 文 化 大 院 办

妇 女 扫 盲 班 。 村 民 学 文 化 的 积 极 性

很 高 ，如 今 参 加 妇 女 扫 盲 班 的 村 民

已经超过 400 人。

“ 这 真 得 感 谢 张 姐（张 望 梅）。

我 刚 搬 到 良 田 镇 时 ，见 到 生 人 都 不

敢 说 话 ，打 工 领 钱 时 ，名 字 都 不 会

写 ，多 亏 张 姐 当 年 办 的 妇 女 扫 盲 班 ，

让 我 见 了 世 面 。”去 年 担 任 植 物 园 村

文化专干的李玉萍说。

前 几 年 ，一 到 寒 暑 假 ，村 里 大 人

都 忙 ，孩 子 没 人 管 到 处 跑 ，经 常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 为 此 ，张 望 梅 动 员 亲 戚

朋 友 家 上 大 学 的 孩 子 ，寒 暑 假 义 务

到 文 化 站 办“ 少 儿 公 益 艺 术 培 训

班 ”。 通 知 一 出 ，报 名 的 村 民 排 起 了

长队。培训班连续举办 6 年来，累计

参与儿童已超 1400 人次。

随 着 生 活 条 件 的 改 善 和 文 化 素

质 的 提 高 ，村 民 参 与 文 化 活 动 的 积

极 性 越 来 越 高 。 在 张 望 梅 的 张 罗

下 ，各 村 的 红 歌 队、广 场 舞 队 先 后 组

建 起 来 ，各 种 文 体 活 动 越 来 越 丰 富 ，

参与村民越来越多。

走进良田镇文化站，只见 680 平

方 米 的 二 层 楼 里 ，党 群 活 动 室、舞 蹈

培 训 室 、传 统 刺 绣 和 剪 纸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展 示 体 验 区、图 书 阅 览 室、电

子 阅 览 室 …… 从 一 个 人 、一 间 房 到

一 个 功 能 齐 全 的 文 化 站 ，张 望 梅 多

年付出的心血终有回报。

张 望 梅 通 过 镇 里 的 老 党 员 和 非

遗 传 承 人 ，将 村 民 喜 欢 的 传 统“ 花

儿 ”与 理 论 宣 讲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

脱 贫 攻 坚、乡 村 振 兴 等 结 合 起 来 ，创

作 了 许 多 老 百 姓 喜 爱 的 文 艺 作 品 ，

通 过 各 村 移 民 妇 女 合 唱 团 、少 儿 公

益 艺 术 培 训 班 等 多 种 形 式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农 家 庭 院 ，宣 传 党 和 国 家

的 方 针 政 策 。 多 年 来 ，文 化 站 平 均

每 年 开 展“ 文 化 三 下 乡 ”活 动 120 余

场 次 。

“ 良 田 镇 的 移 民 很 实 在 ，要 调 动

他 们 参 加 文 化 活 动 的 积 极 性 ，就 得

把 事 情 办 到 他 们 心 上 。”2021 年 ，张

望 梅 多 次 与 皮 艺 制 作 非 遗 传 承 人 乔

雪 交 流 ，通 过 订 单 方 式 开 办 非 遗 工

厂 。 良 田 镇 政 府 得 知 这 一 情 况 后 ，

专 门 调 整 出 一 个 150 平 方 米 的 非 遗

加 工 车 间 ，让 村 民 加 工 小 件 非 遗 文

创产品，增加收入，备受村民好评。

2020 年 以 来 ，张 望 梅 举 办 网 上

扫 盲 班 ，打 造 良 田 共 享 直 播 间 及

“ 云 ”销 售 技 能 培 训 实 践 基 地 ，进 一

步 提 升 了 村 民 素 质 ，带 动 更 多 家 庭

增收致富。

“近 20 年来，我已经与良田镇移

民 结 下 了 深 情 厚 谊 ，他 们 离 不 开 我 ，

我 也 离 不 开 他 们 。”张 望 梅 说 ，现 在

的 良 田 镇 文 化 站 ，已 经 成 为 宣 传 贯

彻 党 和 国 家 政 策 的 阵 地 、提 高 村 民

文 化 素 质 的 学 校 、丰 富 文 化 生 活 和

展 示 乡 村 振 兴 的 舞 台 。 虽 然 临 近 退

休，但她却越干越有劲。

从“一个人”到“一个文化站”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张望梅

□ 王丹情 本报记者 靳畅

“好!”随着《穆桂英》主演最后一

个动作的定格，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

院 内 响 起 一 阵 热 烈 的 掌 声 。 2021 年

9 月 ，深 化 全 省 国 有 文 艺 院 团 改 革 现

场 会 在 金 华 召 开 ，“ 全 国 文 化 和 旅 游

系统先进集体”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

（浙 江 婺 剧 团）带 来 的 婺 剧 折 子 戏

《穆桂英》收获满堂彩。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

局 局 长 葛 学 斌 在 会 上 表 示 ：“ 浙 江 婺

剧 团 是 浙 江 国 有 文 艺 院 团 改 革 的 缩

影，也是难能可贵的典型。希望大家

能 够 站 在‘ 巨 人 的 肩 膀 ’上 ，剖 析 典

型 ，学 习 其 优 秀 经 验 ，在 新 一 轮 国 有

文 艺 院 团 改 革 发 展 过 程 中 收 获 更 多

成果。”

加强顶层设计保障

即 便 如 今 已 是 全 国 优 秀 地 方 戏

曲院团的代表，浙江婺剧团也曾面临

过 新 型 文 娱 业 态 冲 击 、演 员 无 戏 可

演 、工 资 不 能 及 时 发 放 、办 公 楼 停 水

停电等困境。

改 变 源 自 改 革 。 2011 年 12 月 ，

在国有文艺院团新一轮体制改革中，

浙 江 婺 剧 团 改 制 为 公 益 二 类 事 业 单

位 ，合 并 了 原 金 华 市 婺 剧 团 等 单 位 ，

更名为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以下简

称“浙婺”)。

改制后，“浙婺”进一步加大优秀

剧目演出推广力度，持续开展送戏下

乡 活 动 ，次 年 就 在 金 华 市 域 内 的 浦

江 、东 阳 、义 乌 、兰 溪 等 地 巡 回 演 出

传 统 婺 剧 大 戏 400 多 场 ，广 受 百 姓 好

评 。 演 出 增 加 了 ，收 入 提 高 了 ，演 职

人 员 投 身 于 戏 曲 艺 术 创 作 演 出 的 积

极性也得到了激发。

2013 年 8 月 ，金 华 市 委 、市 政 府

斥资 3.3 亿元，建成占地 3.1 万平方米

的剧场——中国婺剧院，并全权委托

“ 浙 婺 ”负 责 管 理 。“ 场 团 合 一 ”的 政

策 ，使 得 公 共 资 源 得 到 有 效 整 合 ，也

为“ 浙 婺 ”乃 至 金 华 全 市 的 国 有 文 艺

院 团 插 上 了 腾 飞 的 翅 膀 。 2019 年 ，

金 华 市 委 、市 政 府 出 台《关 于 支 持 浙

江 婺 剧 艺 术 研 究 院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加 大 激 励 机 制 和 奖 励 力 度 ，激

发了院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促进

国 有 婺 剧 院 团“ 出 人 出 戏 出 精 品 ”方

面取得明显成效。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 打 造 一 流 的 国 有 文 艺 院 团 ，离

不 开 一 支 高 质 量 人 才 队 伍 的 支 撑 。

在舞台上，我们始终把艺术质量放在

首 位 ，人 才 的 高 度 决 定 艺 术 的 高

度 。”“ 浙 婺 ”院 长 王 晓 平 介 绍 ，“ 用 训

练 塑 造 人 、用 平 台 造 就 人 、用 舞 台 锻

炼 人 、用 氛 围 感 染 人 、用 竞 赛 激 励

人，是浙江婺剧团能够形成合理人才

梯队，推动院团持续健康发展的秘诀

所在。”

大胆起用新人、让青年演员挑大

梁 的 例 子 在“ 浙 婺 ”不 胜 枚 举 。 2015

年 ，“ 浙 婺 ”复 排《红 灯 记》时 ，大 胆 起

用 进 团 仅 3 年 的 90 后 新 生 代 演 员 李

烜宇饰演主角 ，并安排 8 位一级演员

为 其 配 戏 。 精 彩 的 演 出 不 仅 赢 得 广

大资深戏迷的一致叫好，李烜宇更不

负众望，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

术 奖 新 人 主 角 奖 。 在 破 除“ 论 资 排

辈 ”观 念 、坚 持 唯 才 是 举 的 氛 围 中 ，

“ 浙 婺 ”已 逐 渐 形 成 以 60、70 后 为 中

坚 ，80、90 后 为 骨 干 ，00 后 优 秀 苗 子

大 器 将 成 的 3 个 梯 队 ，全 团 行 当 整

齐、男女并重、亦文亦武。

促进戏曲生态发展

婺 剧 流 行 于 浙 南 、赣 东 北 和 闽

北 地 区 ，核 心 地 区 为 金 华 市 和 衢 州

市 。 目 前 ，除“ 浙 婺 ”外 ，浙 江 还 有 建

德 、衢 州 、武 义 、兰 溪 、东 阳 、江 山 6

个 国 有 婺 剧 院 团 ，以 及 100 余 家 民 营

剧 团 。

对 于 其 他 国 有 婺 剧 院 团 ，“ 浙

婺 ”尽 其 所 能 地 给 予 帮 助 ：请 不 起

主 创 人 员 ，“ 浙 婺 ”派 团 里 的 优 秀 人

才 前 往 助 演 ；没 有 好 设 备 ，“ 浙 婺 ”

带 着 灯 光 、音 响 等 设 备 前 去 无 偿 支

持 …… 在 兰 溪 婺 剧 团 人 才 大 量 流

失 、演 出 市 场 急 剧 萎 缩 的 艰 难 时 刻 ，

“ 浙 婺 ”主 动 联 系 ，自 愿 帮 扶 兰 溪 婺

剧 团 发 展 ，成 立 了 浙 江 婺 剧 艺 术 研

究 院 兰 溪 分 院 ，携 手 兰 溪 婺 剧 团 共

同 发 展 。

对于民营婺剧院团，“浙婺”制定

多 项 措 施 ，为 其 保 留 充 足 的 演 出 市

场 。 民 营 剧 团 的 蓬 勃 发 展 ，为“ 浙

婺 ”培 养 起 众 多 潜 在 观 众 ，让 婺 剧 在

金华的受众人数激增，为婺剧打开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

“戏曲的传承和发展是一项长期

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是一个剧种

和一个院团可以完成的，更需要多方

面 的 共 同 努 力 。” 王 晓 平 说 ，“‘ 浙

婺 ’作 为 婺 剧 院 团 中 的‘ 老 大 哥 ’，也

将继续有意识、有计划地打造婺剧发

展生态圈，构建与所有剧团共生共赢

的良性竞争格局，推动婺剧剧种和所

有婺剧院团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打造婺剧发展生态圈
——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浙江婺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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