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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在第七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

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
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较
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不利影响，实现

夏粮增产、早稻稳产，全年粮食有望
再获丰收，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
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强调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
农村增活力 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今天，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
术节如期而至。四海高朋、五湖票友欢
聚安庆，他们为戏而来，听戏韵清音。

两百多年前，“京剧鼻祖”程长庚和
徽班从安庆出发进京。两百多年后的今
天，安庆用文化自信激发发展动能，黄
梅戏弦歌不辍，文脉传承不断。

高举旗帜、守正创新，安庆持续
推动文化强市建设迈上新台阶，聚力
聚焦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戏曲名城”，让黄梅戏发展不断向内
根深、向外延伸。

安庆，何以“有戏”？走进这座城市，
漫步江畔，在古意与现代的碰撞中，我
们找到了答案——

是一代又一代哼着黄梅调、品着黄梅
韵，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浪潮的安
庆人，共同缔造“安庆崛起”的朝气蓬勃；

是一群又一群不忘历史、拥抱创
新，在传承中坚守、于市场中历练的戏
曲人，要让黄梅戏“传下来”更“走出去”

的脚踏实地；
是一件又一件文旅融合、创新发

展，不断推动黄梅戏“向外延伸”的
真抓实干，奋力打造“戏曲名城”的
实绩实效。

满城戏中人

今天，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
术节迎来盛大开幕。

1992年10月6日至12日，首届黄梅
戏艺术节在安庆举办，现任黄梅戏艺术
剧院院长余登云在当时还是一名初出
茅庐的“小演员”，那时的他参加艺术
节，感觉无比光荣，对未来充满憧憬。

在“老安庆”朱启的记忆里，那是他
第一次见到花车和“人海”。朱启的父母
皆是黄梅戏从业者，虽然自己没有从事
相关工作，但黄梅戏的基因早已流淌在
生命里。像朱启这样的“老安庆”，有很
多。傍晚，行至路边、街心的广场，总能

见唱戏听戏的群众围聚，好不热闹。
老安庆“痴戏”，也有不少“新安庆”

同样“迷戏”。李洪斌是地地道道的山东
人，2021年 9月因工作调整来到安庆。
那时，第九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
正在举办，他受邀去看了黄梅戏，从此
再也割舍不下。

黄梅戏艺术节让黄梅戏在安庆更
加“火热”，也推动着黄梅戏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自艺术节举办以来，作为全国黄
梅戏的展演舞台，先后推出200多部
黄梅戏新创优秀和传统经典剧目，《鸭
儿嫂》《不朽的骄杨》《太阳山上》等
一大批优秀作品从艺术节走向海内外
广阔舞台。全国36个黄梅戏表演团体
的3000多名演职人员，近两万人次先
后登上艺术节舞台；17位黄梅戏领域

“梅花奖”获得者大多数经过艺术节的
历练，逐步走向全国戏剧表演最高奖
的领奖台，一大批“小梅花”、在校生
也正培育待发。

“老年人看得多，年轻人看得少。”
这是大多数戏曲类舞台艺术所面临的
共性难题。让黄梅戏活态传承，是安庆
久记在心、落实于行的事。

有好的教育，才有好的传承、发展。
在安庆，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
和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是为全市、
全国培养高等黄梅戏艺术人才的摇篮。
中小学里，“戏曲进校园”早已全面铺
开，一堂堂校园内的戏曲课，让更多年
轻人打开了戏曲的“门”。

一如韩再芬在《谁人不知是安庆》
中所唱的：“入戏的人们，都是吟唱的百
姓……一座黄梅城，满城尽是戏中人。”

戏梦传千古

一处农家小院，几样乐器、几套戏
服、一群戏迷、一台大戏，在安庆农村，不
少民间戏班还保留着传统的演出方式。

怀宁县雷埠乡白桥村村民马结和
的戏班有20余人，今年70多岁的马结
和12岁就跟着父母学唱戏，到他这儿
已经是第四代。 （下转第四版）

清音绵远 戏韵悠长

安庆，何以“有戏”？
本报讯 9月21日上午，安庆市

“招才引智高校行”暨山东大学“安庆
人才日”活动举行。市长张君毅，山
东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君松出席活
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月，
市政府秘书长刘文俊参加活动。

本次推介会分别举行了“才到
安庆就有戏”主题推介、校园招聘
会和校地合作座谈会三项活动。

在主题推介和校园招聘会上，
张君毅作城市推介和人才政策宣
讲。他说，山东大学是一所历史悠
久、学科齐全、实力雄厚、特色鲜
明的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近年来，安庆市大力发展汽车及零
部件、化工及新材料、生命健康和
生物科技等十大新兴产业，与山东
大学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希望大家
携手宜城，共赴一场山水人文之
约、蓬勃发展之约、青春梦想之
约。安庆将着力提供实打实的政策
支持、心贴心的服务保障，对各类
人才给予真金白银支持、对各项人
才政策实行“即报即批”、为各类人
才构建温馨港湾，诚挚邀请各位青
年才俊选择大有可为的安庆，共创
风生水起的未来。

在校地合作座谈会上，张君毅
表示，将为合作事项的顺利实施提
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让山大科技
创新的种子在安庆落地生根，让山
大的智慧之花在安庆创造产业、变

成财富、演绎精彩。希望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市校之间在产业发展、
科创平台、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等
方面加强全方位、深层次合作，进
一步促进安庆市与山东大学之间的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王君松在致辞中表示，今日的安
庆已敞开胸怀、张开双臂，广纳青年
英才，为广大优秀学子搭建了广阔的
建功立业舞台，希望同学们能够紧紧
抓住宝贵机遇，把奔赴安庆作为自己
逐梦未来的重要目的地，积极在建设
安庆、服务安庆中放飞梦想，在中国
式现代化新天地中建功立业，快速成
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
才，为学校和安庆的合作搭建起更加
坚固的桥梁，携手更好推动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就业优先战略
深入实施，合力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教育、科技、人
才支撑。

主题推介和校园招聘会组织了
66家用人单位、13家企业，提供了
1000余个工作岗位和15个博士后科
研岗位；现场发布了首批山大博士
生实践岗位需求清单；安庆师范大
学、安庆市立医院、环新集团等单
位现场进行宣介。

活动中，安庆市高校人才工作
站在山东大学揭牌成立。

（见习记者 杨浔 通讯员 王
耀华）

“招才引智高校行”暨山东大学
“安庆人才日”活动举行
张君毅诚挚邀请青年才俊选择大有可为的安庆

“有戏安庆”秋意兴，黄梅声声入
耳来。今天，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
戏艺术节开幕了，我们表示热烈祝
贺！对各位艺术家、各演出团体、票友
和各界人士的光临表示诚挚的欢迎！

安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
“安徽之源、禅宗之地、京剧之祖、
黄梅之乡”之称，徽班从安庆辗转
进京，融南腔北调于一炉，孕育了
国粹京剧；黄梅戏发展兴盛于安
庆，系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是
安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和最具
标志性的文化形象。

1992 年 10 月，第一届黄梅戏艺
术节首唱登场，自此黄梅戏有了属于

自己的节日，人民群众也多了一个艺
术盛会；迄今32年，黄梅戏艺术节已
成功举办九届，安庆这座城与黄梅戏
艺术共生共美、相互成就。

32年来，安庆聚焦打造在全国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戏曲名城”，在“文
化码头”建设上狠下功夫。推动实施
黄梅戏“一唱两走”，支持黄梅戏院团
企业闯市场、排新剧、推新人；出台

《安庆市黄梅戏保护传承条例》，获
批全国首个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传承
发展基地、全省首个戏剧文化生态
保护区；支持高校戏曲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建设黄梅戏传习基地；
连续举办中国 （安庆） 黄梅戏艺术
节、黄梅戏展演周、中国少儿戏曲
小梅花荟萃等活动，为黄梅戏提供发
芽、成长的空气和土壤。

32年来，安庆更在文化“源头”建
设上狠下功夫。加快“文化强市”建
设，推动文化设施提质增效、文化服

务普惠民生，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编制实施《安庆
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着力打造山
水、戏曲、文化、康养、乡村等五大旅
游主题板块；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机遇，深度打造“白天看景·晚上
看戏”文旅融合品牌。黄梅戏艺术
不仅在时代的变迁中守住传统文化
根脉，且发展成与当代社会、当代
城市、当代剧场、当代审美相适应
的新一代戏曲形态，呈现出一片生
机勃勃的发展景象。

同样的，之所以安庆这座城市越
来越有活力和魅力，日益繁荣和发展
的黄梅戏艺术功不可没。32年来，黄
梅戏深深扎根基层，融入百姓生活，

“一直在唱，从未间断”，既注重从传
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中提炼主题，弘扬
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又抓住年轻人
的文化“味蕾”，实现线上线下“两开
花”，从而以戏曲之美为城市文化赋

能，以戏曲之美彰显城市之蕴，助力
安庆将“厚重文气”转化成“发展底
气”，推动“内搭平台、外联老乡”战略
实施和安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国
黄梅戏的展演舞台，艺术节先后推出
200多部黄梅戏新创优秀和传统经典
剧目，《红楼梦》《孔雀东南飞》《未了
情》《徽州女人》《雷雨》《独秀山下的
女人》《徽州往事》《大清名相》《邓
稼先》《鸭儿嫂》《不朽的骄杨》《太
阳山上》 等一大批优秀作品从艺术
节走向海内外广阔舞台。全国36个
黄梅戏表演团体的3000多名演职人
员，近两万人次先后登上艺术节舞
台，17位黄梅戏领域“梅花奖”获
得者大多数经过艺术节的历练。艺
术节还服务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2021年首届“唱黄梅、兴安庆”
圆桌会议以来，宜商回归项目 224
个，总投资1552亿元。

（下转第四版）

黄梅艺术的盛会 人民群众的节日
——热烈祝贺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开幕

本报讯 9月21日，“风华正茂—黄
梅戏美术作品展”在安庆美术馆开幕。
活动由安徽省书画院、第十届中国 （安
庆） 黄梅戏艺术节筹委会办公室主办，
安庆市美术馆（市书画院）承办。

此次展览首次以黄梅戏为题材面向全
省征稿，共收到作品126件，经过省书画
院组织专家评选，遴选出71幅入选作品。
众多艺术家以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独特的
表现手法，深入挖掘黄梅戏的文化内
涵。从绚丽的舞台场景、鲜活的人物形
象，到背后蕴含的文化精神，创作者以
画笔为工具、色彩和线条为语言，将黄
梅戏的魅力凝固于画布之上，用画笔勾
勒出舞台上的灵动身姿，用色彩晕染出
角色的悲欢离合，用线条诠释黄梅戏音乐
中的婉转悠扬。

展出的作品中，无论是刻画黄梅戏
名角的神韵风采，还是展现舞台背后的
故事与情感，都为观众呈现一个丰富
多彩、充满活力的黄梅戏艺术全貌。
这些作品以视觉艺术的直观性，拉近
了黄梅戏与现代观众的距离，让更多
人有机会领略黄梅戏的独特韵味，感
受传统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

（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风华正茂—黄梅戏美术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9月21日上午，“诗词

里的中国”大型诗词朗诵活动在市
延乔中学举办。本次朗诵活动以

“祖国，我想对您说”为主题，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朗诵活动现场，来自不同年龄
层的朗诵者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真挚
的情感，抒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
美好祝福。他们的朗诵，以声音为
笔，绘出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画
卷，书写了祖国从苦难中崛起的辉
煌史诗，激发起人民群众对祖国的
热爱与自豪之情。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关工
委、市委老干部局、市教体局、团市
委、市妇联主办，市妇联、市新闻传媒
中心承办，安庆师范大学、安庆职业
技术学院、安庆市延乔中学、安庆市
演讲朗诵协会协办。诗词朗诵活动
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展现了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彰显了安庆儿女的
爱国情怀，引导群众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

（见习记者 唐秀婷 通讯员
徐乐乐）

声动华夏 诗颂祖国

“诗词里的中国”活动举行

9月21日，“诗词里的中国”活动在延乔中学举行。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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