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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短波

华谊兄弟河南建业两大企业跨界联袂

打造电影文化小镇
本报驻河南记者 张莹莹

伊川县：“演出补助”盘活民间团体
近日，伊川县威武龙鼓艺术团负责

人代秀岚告诉笔者：“现在俺们去演出，

政 府 给 补 助 ，填 好 申 请 表 ，就 能 领 到

1000 元补助金！”

代秀岚所说的补助金，得益于 2014
年 2 月该县出台的《农村(社区)业余文艺

团体管理及演出补助办法》。目前，该县

已登记备案的 95 个民间文艺团体，凡在

各村进行文艺演出的，都可申领 800 元

至 1000元补助金。

“今年以来，我们县民间文艺团体已

经下乡演出接近 300 场，已为他们发放

了近 30 万元补助金。”伊川县文广新局

副局长安俊红说。

“赶上好时候了！”提起演出补助 政

策 ，快 乐 舞 玲 健 身 团 队 创 办 人 吴 巧 玲

连说这是“及时雨”。去年，吴巧玲开

始 在 鹤 鸣 广 场 组 织 跳 广 场 舞 ，从 十 几

人发展到如今的 300 余人。吴巧玲有

一 个 计 划 ，到 2017 年 ，组 建 广 场 舞

队 、交 谊 舞 队 、秧 歌 舞 队 和 中 老 年 模

特队四支表演团队，“广场舞队、交谊

舞 队 已 经 成 规 模 了 ，有 了 好 政 策 ，秧

歌 舞 队 和 中 老 年 模 特 队 也 会 很 快 建

起来。”

“业余文艺团体从群众中来，也最

贴 近 群 众 。 县 里 出 台 补 助 办 法 ，就 是

想 通 过 对 业 余 艺 术 团 体 的 补 助 ，用 民

间文化凝聚群众，展现乡村风貌，确保

每个村的群众每年能够看到 3 场以上

文艺演出。”伊川县文广新局有关负责

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该县有各类业余文

艺团体 580 余个，目前有 95 个业余文艺

团体登记备案，获颁演出资质证书。其

中，30 人以上的一级团体 49 个，15 人至

29人的二级团体 46个。

根据补助办法 规 定 ，凡 是 达 到 资

质 的 文 艺 团 体 ，在 该 县 演 出 且 演 出 时

间不少于 60 分钟的，均给予补助。其

中 ，每 场 公 益 性 演 出 一 级 资 质 团 体 补

助 1000 元，二级资质团体补助 800 元；

每 场 经 营 性 演 出 一 级 资 质 团 体 补 助

800 元，二级资质团体补助 500 元。另

外 ，文 艺 团 体 创 作 新 剧 本 或 购 买 与 其

演 出 特 色 相 符 的 原 创 剧 本 ，根 据 情 况

将给予 1000 元至 5000 元资金补助。

伊川县副县长姬长江说，“演出补

助”的出现 ，实 际 上 就 是 在 刺 激 和 丰

富农村民间文化市场 ，同 时 更 是 在 用

“ 政 府 购 买 ”的

方 式 ，购 买 农

民 喜 闻 乐 见 的

文 化 方 式 和 文

化 内 容 ，为 农

民 填 补 文 化 生

活 空 白 ，彰 显

的 是 政 府 对 民

间 传 统 文 化 的

善意，也是一 种

抢 救 民 俗 文

化 、让 传 统 文

化 焕 发 光 彩 重

获 新 生 的 积 极

干 预 。

（葛高远 王飞艳）

5 月 19 日，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

园 签 约 仪 式 在 郑 州 建 业 艾 美 酒 店 举

行。建业·华谊兄弟电影文化小镇项

目、国际地理标志博览中心、国际马戏

艺术王国、韩流文化产业园、周星驰奇

幻影视世界等 8个项目集中签约。

河南省副省长张广智和省文化厅

厅长杨丽萍、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盛国

民、郑州市宣传部部长王哲、中牟县县

长潘开名、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中军、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胡葆森等出席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结束后，“建业·华谊兄弟

电影文化小镇项目”召开专题新闻发布

会向媒体宣布，为了落实建设“华夏历

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部署，做大

做强中原文化旅游产业，建业集团牵手

华谊兄弟，将共同打造“建业·华谊兄弟

电影文化小镇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是一个融合了电影

文化、主题游乐、商业、旅游、酒店等多

种元素的产品，将成为极具文化特色

的电影游乐项目。该项目总投资规模

逾 150 亿元，投资比例约为建业 65%，

华谊兄弟 35%。项目总体占地规模约

2000 亩，首期工程计划年内动工，预计

明年建成。

5 月 22 日是建业集团成立 23周年的

日子。23 年来，建业秉承“根植中原、造

福百姓”的企业核心价值观，躬耕河南，

与中原热土相濡以沫，实现了全省 18 个

地级城市、26 个县、3 个镇的产业布局。

与此同时，建业整合物业、教育、酒店、足

球、商业、绿色基地等内部资源，构建了

“私人订制”式大服务体系，开启向城市

居民新型生活方式服务企业的转型。

作为建业的掌门人，胡葆森一直对

文化地产情有独钟。在开封市投资建

设的七盛角项目，是 开 封 市 首 个 集 旅

游、文化、休闲、餐饮、购物为一体的全

仿宋式民俗街；建业还在洛阳市投资

40 亿元，建设洛阳隋唐里坊区正平坊

文化创意园和伊河八里槐生态新城两

个项目。

成立于 1994 年的华谊兄弟，是中国

综合文化娱乐的领军企业。21 年来，华

谊兄弟打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影视作

品，观众熟悉的《大腕》、《手机》、《天下

无贼》、《非诚勿扰》、《集结号》、《1942》等

电影作品均出自华谊之手。目前华谊

兄弟主营业务包括影视娱乐、品牌授权

与实景娱乐、互联网娱乐三大板块。包

括电影公社、电影主题公园、电影文化

城等形式的华谊实景娱乐作品，已陆续

在海口、苏州、深圳等地开业或开工。

此次两家商业大鳄合作，下一步准

备在郑州中牟如何具体实施？

据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中军介绍，华谊兄弟电影城项目

包含 3个产业板块。具体是，华谊 6条特

色影视文化商业街，即太极街、楚河汉

街、唐城瓦市、夜宴文化街、德国什未林

小镇、1942民国风情街；影视拍摄基地和

实景演出秀场；明星酒店、艺术家村。

建业和华谊兄弟，一个是中原的领

袖企业，一个是中国文化娱乐产业的领

军企业，两大企业跨界联袂后的第一个

项目，能否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部大

电影、中国文化旅游的一个新标志，人

们拭目以待。

正如王哲所说：“政府台子搭好了，

你们该唱戏了。”

5 月 28 日至 6 月 10 日举办的第八

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中，由河

南艺术中心自主打造的大型动漫人

偶童话剧《小马过河》将在 6 月 1 日代

表河南省赴杭州参加展演。接下来，

该剧将在上海、重庆、江苏等地 31 个

城市巡演。

该剧由呱呱团创、郑州华豫兄弟、

河南省木偶剧团等不同专业团队联合

打造，创造性地提出了动漫元素引入

舞台的理念和模式，将舞台表演、动

漫、多媒体科技等有机结合，生动活

泼、寓教于乐，是舞台艺术生产进行多

专业跨界融合的一次新尝试。作为河

南艺术中心自主打造的“十二生肖”系

列大型动漫人偶剧的开山之作，《小马

过河》自正式开演以来，共演出 20 余

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从 1957 年 开 始 ，中 国 寓 言 故 事

《小马过河》一直入选小学教材至今，

成为更新率很高的小学教材中为数

极少的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并被译成英、法、日等 10 余种文字

对国外发行。

动漫人偶剧《小马过河》，通过小

马的三次过河经历，告诉孩子们要大

胆探索，更要注意安全；要勇敢面对困

难，也要团结合作。相对于原来的故

事，该剧形象和情节更丰富，形式更多

样，节奏更明快，也更加紧张、活泼、有

趣，特别是根据儿童心理特点，增加了

历险、游戏、冲撞、追赶等许多情节。

演出过程中，台上演员与台下小观众

亲密互动，一些小朋友还被邀请上台

参与表演，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该剧是在经典童话《小马过河》基

础上大胆想象发展出来的幼儿故事，

人物设置上加入反派人物大灰狼、柔

弱的小绵羊等新形象，并融入歌舞表

演 的 成 分 ，让 故 事 情 节 更 加 丰 富 饱

满。同时，该剧创造性地将细腻动人

的真人表演与幽默夸张的动漫表演结

合起来，两套演员体系充分调动小朋

友们的观赏热情。

自去年 6月首演以来，该剧赢得好

评如潮。在 85 分钟的演出中，除演员

与小观众互动，家长们也被剧情和互

动环节吸引，与孩子们一起在故事中

获得感悟。

河南艺术中心主任王仕俊介绍，

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儿

童剧市场却长期呈现严重不足状态，

这一空缺将影响孩子地域文化认同

和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提升。该剧

从剧目创作、制作和生产全程进行了

动漫、人偶、舞美等多专业“跨界”融

合，还独创性地开展了“全城海选小

演员”，优秀者将作为剧组成员参加

正式巡演。《小马过河》在很多方面属

于国内首创。

另据了解，目前“十二生肖童话”

系列第二部《披上狼皮的羊》也在紧锣

密鼓地制作中，将在不久后与儿童观

众见面。

《小马过河》剧照

跨界融合 多项创新

《小马过河》走出河南巡演
本报驻河南记者 陈关超

牡丹花会期间，地处洛阳市中心

区的西工区工人俱乐 部 、西 工 游 园 、

东 周 王 城 广 场 、王 城 公 园 等 休 闲 娱

乐 场 所 ，数 十 支 业 余 演 出 队 的 精 彩

表演吸引数十万群众驻足观看。据

西 工 区 文 化 局 主 要 负 责 人 介 绍 ，正

月十五演出结束

后 ，西 工 区 的 业

余演出队就开始

紧锣密鼓地筹备

节 目 ，五 一 国 际

劳动节后稍作停

顿 ，又 开 始 筹 备

端午节、国庆节、

重阳节等节庆文

娱节目。这是西

工区政府在公共

文化创建中以打

造节庆文化为牵

引 呈 现出的一个

亮点。

“节庆文化是

一 个 城 市 文 化 的 标 签 。 持 续 传 承

这 种 历 史 文 化 并 赋 予 时 代 内 涵 ，

能 提 升 城 市 形 象 品 位 ，提 升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吸 引 力 ，增 强 城 市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并 使 之 成 为 城 市 的 一

张 亮 丽 名 片 。”西 工 区 委 书 记 昝 宏

仓 表 示 。

近 年 来，该区持续投资近亿元用

于夯实节庆文化的阵地设施建设，用

日趋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精致

的服务，保障节庆文化的持续传承与

提升，推动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

大众、服务人民。

阵地有了，人员从哪里来，培训怎

么抓，队伍如何建？为此，西工区政

府将事业编的文化旅游局变更为行

政编，充实文化馆工作人员，落实相

关待遇，并对全区文化站所建设和文

化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规定。目前，全

区 2 个 乡 、7 个 办 事 处 均 配 备 了 专 职

文化干事，64 个村、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均有专职管理员。除此，该区每年

采用外聘教师、下乡培训、蹲点辅导、

菜单式培训等多种方式，培训文化干

事、村级文体员和文艺骨干，培训人

数 2000 人次以上。

在 该 区 ，无 论 是 政 府 主 导 还 是

民间文艺团体自发组织的节日文化

娱乐活动，都坚持紧扣节日主题，用

各 种 文 娱 表 演 形 式 烘 托 节 日 气 氛 ，

向辖区群众和外来客人展示节庆文

化的魅力。

在节庆文化中融合现代元素，使

节庆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成

为 西 工 区 公 共 文 化 创 建 的 一 个 重要

方面。“三八”“五一”“五四”“六一”等

节日，该区文化主管部门紧扣“节”字

把时尚文化融入其中，增强节庆文化

的感染效果及表演艺术的吸引力。该

区还按照民众需求，坚持民众同娱同

乐，节目由群众自编，演员由群众自

担，道具由群众自创，真正使节庆文化

为群众喜闻乐见。

（靳京 王宁）

西工区：节庆活动成公共文化亮点

本报讯 5 月 16 日，郑州图书馆

“天中讲坛”邀请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

书记、常务副馆长冯克坚为广大读者

讲述了《汉字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

冯克坚从如何识字、写字、用字、

学好汉字和用好汉字切入，就汉字的

起源、演变及历史，汉字、汉语和汉文

化的关系，汉字的传播及全球汉字文

化热，汉字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等

几个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他

认为，汉字是中华文明得以薪火相传

的基石，汉字的演变体现了华夏文明

的发展，汉字承载了中华文化和华夏

文明的传承。

现场听众反映，冯克坚的讲座让

人了解了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华夏

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二者传承和演

变的历史，认识到弘扬汉字文化和传

承华夏历史文明需要从现在做起、从

一点一滴做起。 （张智伟）

本报讯 5 月 21日，配合着大型

人偶剧《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在河

南艺术中心上演，一场主题为“支持

孩子的自然成长——培养家长关于

支持、信任、欣赏、尊重的教育理念”

的公益讲座，让陪着孩子看演出的家

长们受益匪浅。这种“公益讲座+儿

童剧”的模式，成为河南艺术中心的

创新之举。

河 南 艺 术 中 心“ 六 一 童 话 嘉 年

华”系列演出包含 4 台剧目，分别是

《爱丽丝梦游仙境》、《阿里巴巴与四

十 大 盗》、《阿 拉 丁 神 灯》和《狼 和

七 只 小 羊》。 河 南 艺 术 中 心 总 经 理

陈 泽 利 说 ，该 系 列 演 出 首 推 儿 童 剧

与 公 益 讲 座 相 结 合 的 模 式 ，不 仅 能

让 孩 子 们 在 剧 场 欣 赏 智 慧 、欢 乐 的

童 话 故 事 ，还 能 让 家 长 参 与 到 最 实

用的亲子课堂之中。

（王晓欣）

“公益讲座+儿童剧”创出亲子新模式

“天中讲坛”讲述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

本报讯 （驻河南记者张莹莹）近

日，2015 年河南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

在郑州召开。河南省文化厅厅长杨丽

萍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发言。

杨丽萍说，2014 年河南的文艺创

作、文艺展演、文化惠民演出、艺术活动

提升、艺术创作资金加大、人才队伍培

养等方面在全国表现突出，但同时也存

在着政府缺乏对全社会艺术创造力量

的组织和整合、国有专业院团开拓演出

市场的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她提出今后文艺创作工作的方

向，要求组织全社会的力量组织、投入

到文艺创作中；要成立组织各种艺术

协会，用艺术协会的组织力量来组织

各个艺术团队和艺术人才，进行艺术

创造，包括组织各种艺术演出活动；要

努力出台扶持艺术创作和艺术表演的

政策；更要组织搞好惠民演出。

会上，来自郑州、新乡、周口等 6家

文化单位的代表还做了主题发言。

河南召开 2015年艺术创作工作会议

本报讯 豫剧电影《魏敬夫人》于

5月 14日杀青。该片由河南豫剧院一

团拍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惠领

衔出演，影片预计明年春季登陆影院

与观众见面。

据 悉 ，这 部 影 片 与 原 戏 曲 剧 目

《魏 敬 夫 人》在 表 现 手 法 上 截 然 不

同 ，采 用 了 影 棚 实 景 和 电 脑 制 作 相

结 合 的 拍 摄 手 法 ，在 保 留 戏 曲 元 素

的 同 时 ，打 破 了 以 往 戏 剧 电 影 的 拍

摄模式。

王惠表示 ：“ 豫 剧 电 影《魏 敬 夫

人》在保留原戏曲剧目故事构架 的

同 时 ，对 剧 情 及 唱 腔 进 行 了 全 新

的 设 置 设 计 ，尤 其 是 武 打 场 面 更

是 突 破 了 戏 曲 武 打 程 式 ，令 人 耳

目一新 。” （李少宾）

本报讯 5 月 20 日，第 27 届中国戏

剧梅花奖在广州揭晓。来自郑州市

豫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张艳萍代表

河南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

让张艳萍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

出的是豫剧《琵琶记》。这部在朱元

璋时代就成为“南戏之祖”的剧目，

经 过 河 南 省 著 名 编 剧 姚 金 成 的 改

编、国家一级导演黄天博的调度、著

名 作 曲 家 耿 玉 卿 的 谱 曲 ，实 现 了 南

北文化对接，可谓“南戏北演”的创

造性演出。

据了解，张艳萍主攻青衣、闺门

旦，对豫剧情有独钟，在舞台上塑造

了几十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满

座重闻皆掩泣”是很多戏曲评论家对

张艳萍唱功的评价。 （刘 洋）

豫剧演员张艳萍喜摘梅花奖

豫剧电影《魏敬夫人》拍摄完成

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利用文化交流扩大中原文化的宣传和影响，5 月 25 日，纪念中孟建交四十周年的

系列活动之一——“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穆斯林摄影展”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开幕。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穆斯林摄影展”以图片的形式揭示了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中外贸易线路，也是一条文化传

播交流的通道。此次摄影展由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和河南省文化厅主办，孟加拉国国家博物馆和孟中友谊中心

协办，将在孟加拉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2周。图为摄影展参展作品。 （杨楠楠）

河 南 洛 阳 正 全 力 创 建
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各地创建工作精彩
纷呈，亮点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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