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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江苏记者王焰 通讯员靳扬扬）

11 月 2 日，江苏省文化厅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

会议，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江苏省文

化厅党组书记、厅长徐耀新传达了十九大精神并

就学习、贯彻和落实十九大精神作出部署，他要

求江苏文化系统要结合文化工作实际，聚焦六大

着力点，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热潮。江苏省文化厅领导吴晓林、裴旭、龚良、

方标军、刘爱华、马宁出席会议。

会上，裴旭传达了“江苏省传达党的十九大

精神大会”的主要精神和江苏省委《关于认真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要求。马

宁、吴晓林、裴旭先后结合各自分管工作，畅谈了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徐耀新就江

苏省文化厅系统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提出四点要求。

徐耀新指出，要充分认识党的十九大的重大

意义，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江苏省文

化厅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

任务，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在厅系统迅速兴起

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

以读原著为主，听辅导为辅。要以上率下、领导

率先垂范带头学，厅机关领导干部、厅直各单位

领导以及各党支部书记都要积极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要紧密联系实际、营造浓厚氛围，结合思

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在做实上下功夫。

徐耀新强调，要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的十

九大精神，聚焦六大着力点。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的着力点聚焦到衷心拥护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上，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的着力点聚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上，自觉

用以指导文化改革与发展的全部实践。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的着力点聚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判断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的着

力点聚焦到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奋

力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的

着力点聚焦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上，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作为文化系统，还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的着力点聚焦到新时代党对

文化建设的新要求上，把人民群众享受更丰富

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推进全省文化建设加快发

展的新动力。

会议指出，江苏省文化厅系统各级党组织

要按照中央和江苏省委部署，结合江苏省文化

厅系统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认真组织，精

心安排，狠抓落实，厅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根据厅

党组统一安排，分三个阶段系统地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细化工作部署，创新方式方

法，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不断深入。

要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大精神和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根据十九大报告要

求，以处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加强培训研讨，把学习

贯 彻 十 九 大 精 神 作 为 干 部 教 育 培 训 的 重 中 之

重，采取全员轮训、专题培训、交流研讨等多种

方式。要全方位宣传，广泛开展新闻宣传、社会

宣传，用好用活新媒体，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入人心、落地生根。

会议要求全厅要切实抓好当前工作，以实际

行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江苏省文

化厅系统近来举办了第三届精彩江苏艺术展演

月、“江苏省国画院 60 年·典藏精品陈列展”等一

系列品牌文化活动，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了良

好的文化氛围。岁末将至，要组织开展 2017 年集

中调研活动，为总结今年工作、规划明年工作做

好准备，筹备好 2018 年新年相关文化活动，做好

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各项筹备工作，加快推进 2018

“欢乐春节·精彩江苏”系列文化活动各项准备工

作，参与做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一刻不停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江苏省文化厅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厅直属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现代戏创作喜获丰收

观摩江苏展演月的演出，印象最为深刻

的就是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十分活跃，不但数

量多，而且质量高。20 台剧目中有两台音乐

会，两台杂技剧，一台话剧，一台舞剧，其余 14

台是戏曲，现代戏就有 11 台，比例之高，令人

惊讶。江苏的戏剧舞台充满着生机盎然的时

代气息，活跃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吟唱着

高亢嘹亮的主旋律，彰显着鲜活浓郁的地域

特色。

江苏现代戏创作响应、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戏剧艺

术家用敏锐的目光观察生活，用如火的激情

将可敬可爱的英雄人物艺术化地树立在舞台

上，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

人民抒怀”。

江苏现代戏创作以真实感人的内容，血

肉丰满的人物，鲜活生动的细节，艺术质量的

优异，改变了观众对主旋律、正能量作品的认

识。例如：京剧《向农》是根据获得文华大奖

的话剧《枫树林》改编的，改编成京剧不是简

单的移植，而是强化京剧本体意识、突出戏曲

特点的再创造，编导在保留剧本原有成就的

基础上更强化了情感的冲击力，有情、动情、

演情、唱情是这台戏的突出特点。如向农与

弟弟饮酒那场一生一净的对手戏，道白节奏

铿锵，演唱旋律激昂，完全是依照经典传统戏

的方式，用唱、念演绎故事、推进矛盾。导演

陈霖苍的二度创作值得称赞，他用写意的手

法营造出诗化的情境。导演睿智的创造，得

益于他深厚的戏曲美学修养。京剧表演艺术

家杜镇杰饰演向农，他的演唱韵味醇厚，无论

是低吟浅唱，还是高歌咏叹，都让观众听得如

醉如痴，感受到京剧声腔的无穷魅力。

艺术家用心血和汗水创作出的新作品，

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温润心灵，能启迪心

智，自然受到观众的喜爱。在本届展演月的

剧目中淮剧《留守村长留守鹅》《菜籽花开》、

锡剧《玉兰花开》、舞剧《小萝卜头》、柳琴戏

《古城拉魂》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基层剧团尽展风采

这次参评剧目的另一特点是，区县级剧

团表现抢眼。20台参评文华奖的剧目，有 5台

来自区县级基层剧团。以往层级越高的汇

演、比赛，基层剧团参与的比例就越少，这也

符合规律，但此次参评的区县级剧团，表现优

异，令人刮目相看，如果不看说明书，几乎看

不出是县剧团在演出。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涟水县淮剧团演出的

现代戏《留守村长留守鹅》，该剧讲述村官与

留守妇女的故事。这是一台轻喜剧，演出时

剧场里笑声、掌声此起彼伏，观众、专家一致

称好。涟水县淮剧团常年在基层演出，演职

人员熟悉农村生活，塑造的人物生动鲜活，具

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演员表演轻松自然，诙谐

幽默，苏北方言，农村俚语，让人忍俊不禁。更

值得称道的是《留守村长留守鹅》的主创人员、

主要演员，全部来自本省和本团。他们不邀请

大腕外援，不迷信外来和尚，搞出来的东西更

有地方特色，更具乡土气息，县级剧团有这样

高水平的舞台呈现，出乎意料，可喜可贺。

基层剧团是普及戏剧艺术的基础，“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让基层剧团活跃起来成为

繁荣戏剧事业的关键。在本届“展演月”中，

我们强烈感受到江苏基层剧团充满生机和活

力，艺术水平有明显提升。习总书记要求我

们的文艺作品“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

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江苏基层

剧团的活跃、繁荣，已呈“铺天盖地”之势。

激励措施促进繁荣

近年来，江苏省戏剧事业的繁荣与文化

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密不可分，他们规划了

长远的奋斗目标，确立了缜密的工作思路，采

取切实有效的激励措施促进戏剧事业的繁

荣。因此，江苏舞台佳作迭出，江苏基层剧团

生机勃勃。2016、2017 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

基层院团优秀剧目展演，连续两年的开幕大

戏都来自江苏。江苏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省

级的艺术基金，资助有价值、有意义的艺术创

作和艺术活动。

美中不足的是与实力雄厚的剧作家队伍

相比，江苏年轻的、成绩突出的导演不多，这

次参演的 20 台剧目绝大多数导演都是外请，

只有三位是本省的导演。请外援当然可以，

但事实证明，还是本地区、本剧种、本团培养

的导演对本地生活更熟悉，对本剧种个性更

了解，对本团演员更知情。今后江苏各 院 团

应下大力补足短板，突破瓶颈，培养出更多

优秀、年轻的编导人才。

（作者系原《中国戏剧》杂志主编、编审）

江苏省文化厅部署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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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江苏省举办了“第三届精彩江苏艺术展演月”活动，第三届江苏省

文华奖评选活动也同时进行。演出、展览红红火火，群众参与热情高涨。有 20

台近两年新创作的优秀剧目参评，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时代气息浓厚，主旋律响

亮；戏曲现代戏十分活跃，且区县级剧团表现抢眼。笔者有幸观摩了所有参评剧

目的精彩演出，切实感受到戏剧大省江苏剧目精彩纷呈、舞台艺术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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