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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10月 1日，望江县漳湖镇回
民村村道上彩旗飘飘，每隔几百米就有交
警和志愿者。村民马自友在停车场引导
车辆停放，每每看到有车辆进场，他便热
情地上前，引导游客停好车辆。原来，这
里的民族风情园当天试营业，像马自友一
样回民村的许多村民都被村里邀请来当
志愿者，维持现场秩序，为游客答疑解惑。

“村里一天给我们支付100元工资，国
庆8天我就能赚800块钱。”马自友笑着跟
记者说。马自友今年66岁，是村里的贫困
户。“以前就种种田，没什么别的收入，现
在土地流转出去了，在村里帮工一年也能
搞到些钱。”

同马自友一样，临时摊点协管员王跃
武也是村里的贫困户，“像我们贫困户村
里重点帮扶，类似的活动，首先找我们，只
要愿意干都有收入。”

据回民村党总支书记刘卫东介绍，回
民村具有民族特色、红色特色，一直以来
党和政府对于回民村的支持力度相当大，

“2012年、2013年我们搞美丽乡村建设，接
着又搞特色村寨，回民村利用这些契机，
不断地对村庄环境进行整治。因为村庄
环境好了，我们开始发展特色农业，搞特
色乡镇旅游，重点是结合自身特色，打造
农旅结合的乡村旅游。”

游客孙贵宾一家从网上得知漳湖民
族风情园试运行的消息后，带着妻子孩子
过来游玩，对这里的游乐设施和风景，孙
先生一家都很满意。

刘卫东告诉记者，村里有类似的活
动，首先考虑的是贫困劳动力、弱劳动力，

“让他们就近务工，想方设法增加他们的
收入。像马自友他们国庆期间担当志愿
者的收入，都是由村里的光伏资产收益支
付的。”

以民族风情园为例，“该项目是漳湖
民族风情园旅游园项目的组成部分，2018
年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仅回民村的民族
风情园就流转了1200亩土地用于旅游开
发，每亩土地按照500元/年的租金支付给
村民，另外项目在推进建设过程中，带动
本村 200 多人就近务工，每人每年有
2000—3000元的收入。”

据了解，漳湖民族风情园项目建设紧
紧依托民族特色、红色文化、生态田园等
资源优势，规划五大项目建设区。截至目
前，开发建设以旅游公司为投资主体，以
项目为撬动，已经建成摩天轮、水上游乐
园等多个游乐区，园区水、电、路基础设施
也陆续建成。不仅给游客带来愉快感受，
也给在园内就业的贫困户、当地村民和周
边相关产业带来直接收益。

漳湖镇回民村87岁的董玉发，是当地
目前唯一健在的“回民渡江突击队”船
工。2017年，董玉发办起了回民渡江老船
工农家乐，由于菜肴风味独特，深受游客
喜爱。10月1日当天，不少游客选择到“老
船工”家品尝美味。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嵇奕华）

农旅融合
助农增收

9 月 28 日下午，2020 年安庆
“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开幕式，宁
宗宝坐在观众席，舞台上正在表演
黄梅戏《鸭儿嫂》。这是这部戏的
首次公演。

“你就坐在观众席，去听、去
看观众看到这个戏的真实反应，其
他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觉得
好不好看。”这是此剧的导演陈佑
国对宁宗宝的嘱托。

宁宗宝是《鸭儿嫂》的文学编
辑，全程参与该剧的创作。跌宕起
伏的剧情牢牢吸引住了观众的眼
球，小六子耍小聪明惹得他们哈哈
大笑……听着观众交头接耳间谈论
着这部剧很精彩，宁宗宝把心放在
了肚子里。

但一个礼拜之前发生的一件
事，让主创团队捏了一把汗。

一波三折 百炼成钢磨
好剧

“当时我们创作团队所有人都
慌了。”原来，距开幕式仅一个礼
拜时间，其中扮演 《鸭儿嫂》 男
主角小六子的演员潘伟出车祸膝
盖受伤，缝了十几针。“膝盖裂开
了一个大口子，走路一瘸一拐，
我们所有人看了都十分揪心。”宁
宗宝说。

26 号 《鸭儿嫂》 即将合成、
27号带妆彩排、28号便要作为开
幕式的表演剧目上台表演……连续
三天，场场硬仗，该怎么打？

“因为是主演，台词多，表演
也多，我和潘伟在这部戏上磨合了
很久。如果潘伟上不了，对这部戏
的影响很大。演员之间需要配合，
走步的时候停的距离差了一点，我
们俩的表演都可能不到位。”10月
3日，女主角、剧中张满秀的表演
者余淑华说。

“潘伟受伤以后，院里拿出了
两套方案。”宁宗宝说，方案一是
让院里一名小伙子立即开始学，三
四天时间看能否学成，顶替潘伟
上；方案二是让《鸭儿嫂》的执行
导演杨高猛顶替。“执行导演对剧
本十分熟悉，实在找不到人，只能
让他上了。”

备选方案让大家心里直打鼓。
9月26日，《鸭儿嫂》合成的

日子到了。“让我们大家都十分感
动的是，潘伟主动提出来，他一直
在恢复，经过两天的休整，腿伤有
好转，希望自己能够上。”宁宗宝
说，虽然潘伟恢复得不错，但还是
有点一瘸一拐，“整部戏走下来，
他膝盖上缠的纱布都渗出了血。”

“经过这一次，大家都放心
了。考虑到要保28号开幕式的那
场演出，我们主创团队想27号带
妆彩排就不安排潘伟上了，也好让

他歇一下。”宁宗宝说，潘伟坚持
亲自上，他说：“这次彩排也十分
重要，我在台上那个情绪能够出来，
就能带动观众，不让观众出戏。”

“可以，他真的可以！”宁宗宝
夸赞到。连续三天，忍着痛忍着
伤，潘伟圆满完成了自己的表演。

“当时在台上开始几场有一点吃
力，后来演的时候关注点就不在上
面了，也不感觉到疼了。我们小时
候学表演老师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受点伤没事。”潘伟这样告诉记者。

追求民主 锻炼本土
青年创作团队

事实上，这不是《鸭儿嫂》创
作团队第一次面临困境。

近年来，再芬黄梅精心培养
和大胆启用自家年轻人，以期逐
步打造一支有能量、有情怀的创
作 队 伍 。《鸭 儿 嫂》 就 是 这 块

“试验田”，主创团队全部启用自
家年轻人。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再芬黄
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芬请来编剧
谢樵森、导演陈佑国、音乐顾问
徐代泉。三位“老将”带领着再
芬黄梅一批年轻的主创人员，在
《鸭儿嫂》这块“试验田”里辛勤
耕耘。

“其实不仅是我们剧团，全国
各地的剧团都相信外面的大导演，
大制作，我们这次启用自家年轻
人，一方面确确实实给了他们锻
炼，另一方面，差距还是有的。所
以说这个剧对于我们搞二度创作来
说困难就比较大。”10月2日，记
者电话采访《鸭儿嫂》导演陈佑国
时，他这样说。

“年轻人都十分有思想，这是
他们的优点和长处，我想 《鸭儿
嫂》主创团队里的年轻人，包括舞
美、作曲、灯光、服装等等，他们
的思想不比外面的创作团队差。但
他们缺乏锻炼，思想缺乏系统性和
完整性，需要一个主心骨给他们以
引导。这个主心骨就是导演陈佑
国。”宁宗宝说。

但陈佑国给他们的感动却很难
用一两句话说完。

今年5月，距离9月份黄梅戏
展演周开幕式仅4个月时间，74岁
高龄的陈佑国生病在上海住院，

“突然就生病了，我们当时也挺慌
的，这个剧4月 30日刚刚第一次
彩排，当时专家给出了很多修改意
见，核心唱段要重新写，整体的二
场也要重新写。前期我们所有人都
是按照导演的思路往前走的，时间
又比较紧了，没有导演坐镇真不知
道怎么办。”

在手术后的第5天，陈佑国实
在放心不下这部戏，说：“建立个

微信群吧，把主创、领导都拉进
来，我们一点点地往前推。”忍受
着身体的疼痛，陈佑国仍未停止
对这部戏的思考。“可以说这部戏
是我们大家共同孕育的，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我们都为它付出了
很多劳动，我要是这个时候撤梯
子对不起大家。”陈佑国颇有感触
地跟记者说。

微信群建立以后，群里的主创
人员经常讨论。“陈老师说，他不
搞一言堂，建立微信群的目的，也
是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宁宗宝
说，“以前是编剧修改、导演讨
论、演员照着演就行了。这部戏我
们也充分尊重演员的想法，因为演
戏演戏，是要靠演员自己去演的，
并且最终还是要靠演员来呈现。演
员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理解，站在我
们的角度可能体会不到。在此期
间，包括主演余淑华，潘伟等等，
他们都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经过二十余天不断地讨论，《鸭儿
嫂》剧本真正地立起来了。

主演余淑华说：“陈导每时每
刻都在思考，他还跟我们说，即使
是外出表演不能排练，也要在心里
默戏，只有不断地思考，才不至于
对剧生疏。”因此，余淑华也时常
在上下班时间、走路时、休息时在
心里琢磨，“比如我觉得，诶，这
个地方可以这样。虽然表演上某个
细小的东西通过演员的调整观众不
一定能看得出来，但一场戏你觉得
这里不够加一点，或者那里不好减
一点，合在一起，观众是能看得出
来的。”余淑华说，虽然每每因为
意见不同与陈佑国发生争论，但
陈佑国却从不计较。

潘伟也说，在相互探讨中，有
自己的想法，便立即找到陈佑国，

“陈导会说，那你来一遍我看一
下，一看，诶，还行，那就按照你
这样来！”这样民主的方式，给主
创团队和演员以足够的信心，坚持
走到了最后。

虽然创作一直在民主的氛围中
进行，但陈佑国对于这部戏的要求
却十分高。“许多创作人员还有演
员都悄悄跟我说，导演太磨人
了。”宁宗宝笑着说。“我们一个作
曲，有个唱段改了好多次，改的手
稿摞了有那么高，陈导还不满意，
还要让他再改。”

聚焦脱贫 传递真善美

《鸭儿嫂》主人公张满秀是个
直率爽朗、雷厉风行、敢说敢当的
农村妇女。她是在田野里成长的，
性子“野”，却又不失率真、耿直。

剧中的她既有善良、有责任感
的一面，又有面对舆论压力时内心

的孤独和无助。在过人情关时，
从犹豫不决到意志坚定的转变过
程逐步树立起鸭儿嫂至善至美的
品格标杆。

《鸭儿嫂》是一部具有地域特
色的农村风情剧，聚焦脱贫，主创
团队更希望通过讲述“人帮我我帮
人”的故事，唱出人民把“党的恩
情世世代代记心怀”的心声，传递
真善美，用“小切口、小人物”反
映“大情怀、大主题”。

陈佑国说：“张满秀这个人物
形象，并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
某一个原型，而是众多原型身上的
优秀品质都集中在鸭儿嫂身上。”

10月 1日至2日，记者循着编
剧谢樵森当年走过的路，前往望江
县赛口镇、潜山市天柱山镇实地探
访了其中两个原型人物，去感受她
们的生活。

谢樵森曾经在他的创作笔记中
这样写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
民范先汉一家。他和家人的事迹已
登在县内扶贫简报上，是发挥内生
动力改变贫困面貌的典型。”

范先汉妻子陈文英就是“鸭
儿嫂”的原型之一。见到陈文英
时，她满脸憨憨的笑容，给人一
种干净开朗的感觉。宁宗宝说，
三年前谢樵森去采风时，她也是
如此，“当天下着雨，谢老师和我
老远就听见了‘哈哈哈’的笑
声，这笑声似乎有传染力，让人
瞬间也开心起来。”

2017 年，陈文英所在的潜山
市天柱山镇河西村整村退出贫困
村序列，陈文英家也是在这一年
脱贫。但谈到致贫原因，还是令
人唏嘘不已。

2014 年以前，陈文英的老公
范先汉帮人跑供销，收入不低且
稳定，陈文英在外打工，家庭开
支也无须她担忧，两人勤勤恳恳
在老家盖起了楼房。原本以为日
子会越来越好，直到有一天，范
先汉再次去献血时，没想到查出
患有尿毒症。

家里的顶梁柱生病了，生活
的重担全部压在了陈文英身上——
丈夫不能工作，治病还需要费
用，家里有年迈的公婆，还有
两个孩子。2016 年，安徽省通
过成立医共体等一系列配套措
施 针 对 贫 困 户 实 施 健 康 扶 贫 。
在低保、教育扶贫等政策支持
下，陈文英一家逐步走出了经
济困境。

虽然政府有帮扶政策，但陈文
英和丈夫都觉得，不能只伸手要，
自己更需努力。就这样，陈文英养
起了鸭子，还在村里流转了土地，
种蔬菜、水稻、玉米、地瓜等等贴
补家用。“高峰时期流转了五六十
亩土地。”因为劳累过度，陈文英

身体也大不如前，但她还坚持养鸭
子，种蔬菜。

“我养的是土鸭，到年边上才
卖，今年养了几十只，其实都不够
在村里卖的。种的蔬菜周围邻居也
经常来买，没有多少能拿出去
卖。”交谈中，陈文英告诉记者，
虽然现在丈夫每周都要去医院透析
三次，加上小女儿上大学正是用钱
的时候，但她觉得生活有奔头：

“村里对我们十分关心，我老公还
经常说，看村里总是这样帮我们，
觉得不好意思，我们自己也要努
力，一年总会比一年好的。”

河西村目前还有7户18人未脱
贫，计划年底前全部脱贫。该村通
过发展瓜蒌基地、白茶基地、药材
基地等带动村民增收。以瓜蒌基地
为例，该基地为村集体所有，面积
近50亩，“基地里需要人工的时候
首选村里的贫困户，每人每天70
元的标准。”河西村村委会工作人
员介绍说。

望江县赛口镇的卢秀娥是《鸭
儿嫂》的另一个原型。

谢樵森在笔记中写道：“剧作
中要写扶贫产业，究竟写什么？思
想一直飘移不定，要在舞台上艺术
展现，而且要有动感。这一方浩瀚
的水天、鸭子、鸭棚、养鸭人，这
不都是我所需要的么？”

10月 1日，“双节”当天，卢
秀娥夫妇清晨5：00便起床了。捡
鸭蛋、下饲料、清理粪便……卢秀
娥和丈夫曹三红十来年都重复着同
样的内容，“快的话也要一个半钟
头，慢的话要两个钟头。”为了照
料好鸭子，卢秀娥夫妇常年住在鸭
棚边，他们的卧室与鸭棚只隔了一
间堂屋。“亲戚都不愿意到我们这
里吃饭，味道太大了，但我们都习
惯了。”卢秀娥笑着说。

今年65岁的卢秀娥，子女都
已成家立业。但她和老伴儿还是坚
持养鸭。“我们望江就是养鸭好。
我们养了十多年鸭，经验也比较丰
富了。好日子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
的。”目前卢秀娥的鸭棚里养了
2800多只蛋鸭，“今年受疫情影响
差一些，年景好的时候，收入能有
十多万到二十万元。”

望江县赛口镇 2014 年建档立
卡贫困村5个，贫困户2181户7774
人，贫困发生率21%；截至目前，
剩余贫困人口70户190人，贫困发
生率降到0.48%。该镇累计为贫困
户发展特色种养业落实奖补资金
781.74万元，产业覆盖率达79%。

《鸭儿嫂》积极地开掘脱贫攻
坚进程中的人生意义，书写人性的
温暖、善良、真诚，把邻里之间的
互帮互助与新时代农村振兴紧密联
系起来，艺术性地反映出脱贫攻坚
浪潮的壮阔情景。

《鸭儿嫂》：背后的故事同样精彩
全媒体记者 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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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儿嫂》剧照 宁宗宝 摄

《《鸭儿嫂鸭儿嫂》》 讲述了普通农村女性张满秀在国家产业扶贫政策带动下讲述了普通农村女性张满秀在国家产业扶贫政策带动下，，勤劳勤劳
致富致富，，进而带领全村摆脱贫困的故事进而带领全村摆脱贫困的故事。。该剧的核心冲突事件是该剧的核心冲突事件是““帮小六子养帮小六子养
鸭脱贫鸭脱贫”，”，讲述讲述““诚信诚信”“”“人情人情”“”“劳动致富劳动致富””等各种因素的故事等各种因素的故事。。这部戏从这部戏从
20172017 年采风创作到今年安庆年采风创作到今年安庆““十一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开幕式首次公演黄梅戏展演周开幕式首次公演，，历时历时 33
年年，，其间涌现出众多感人肺腑的故事其间涌现出众多感人肺腑的故事。。该剧的主创团队全部启用本土创作人该剧的主创团队全部启用本土创作人
员员———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导演—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导演、、作曲作曲、、舞美舞美、、灯光灯光、、服装在服装在 《《鸭儿嫂鸭儿嫂》》 这这
块块““试验田试验田””上辛勤耕耘上辛勤耕耘，，克服困难克服困难、、精心打磨精心打磨，，将一个鲜活的鸭儿嫂呈现将一个鲜活的鸭儿嫂呈现
在观众面前在观众面前。。

本报讯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宿
松县文旅融合后的“网红”之地钓鱼台

“彩虹桥”；富有浓郁文化气息的森林公
园；巍峨壮观的“南国小长城”白崖
寨；“长江绝岛”小姑山……犹如一幅
幅优美的风景画。国庆、中秋双节期
间，皖、鄂书法绘画艺术家相聚于此，
或用心构图造像，随心赋彩，在蓝天碧
水中勾勒丰收美景，用画笔为幸福生活
添彩；或挥毫泼墨，为新中国 71 岁华
诞献上最美好的祝福，传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书法艺术。

“宿松是中国诗歌之乡，各位艺术家
将他们的挚爱之情倾注于笔端，将宿松
乡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景物投射到图画
中，将一幅幅具有地域特色的五彩画呈
现在人们眼前，这是‘十三五’我县建
设成果的展示。”破凉镇综合文化站站长
何志梅深情地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物质生活日益
富足的同时，人民群众对文化精神需求
也越来越旺盛了。宿松县在“双节”期
间，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
活动，其中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断丝弦
锣鼓表演、非遗文南词进景区专场、黄
梅戏小戏进景区专场、为期一个星期的
黄梅戏大戏展演等，深受百姓喜爱。

（通讯员 杨扬）

多彩文化
活动闹松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