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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东，风卷荒沙似虎狼，重
重苦难压苍生……”10月8日晚，第十届陕西省艺术
节“文华奖”参评剧目之一，由榆林市榆阳区文艺工
作团倾力打造的原创大型陕北地方戏《沙海春秋》在
铜川市工人文化宫上演。当晚场内座无虚席，纪实
的编剧手法、催人泪下的情节与细节让观众的情绪
跟着跌宕起伏。“这是我们老家榆林治沙史的缩影，
这些治沙骨干，历经几代人与‘沙魔’进行了70余年
的斗争，最终‘迎来了沙退人进、绿色满塬’，艰苦奋
斗的治沙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晚的演出让陕北籍
观众林先生深有感触。
　　作为陕西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
综合性文化艺术盛会，本届陕西省艺术节戏曲类参
评剧目展示了近3年来我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和
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从9月11日到10月8日，秦
腔《根据地》、京剧《谢葆真》、陕北道情《乾坤湾》、二
人台剧《魂铸二人台》、商洛花鼓《若河》等14部戏曲
类参评剧目在铜川各大剧院接续上演，为我市群众
带来了一场场文化盛宴。
　　“烈火硝烟虽远去，精神万古自永生。”9月10日
晚，耀州区文化艺术中心剧场内座无虚席，随着现场
主题音乐的响起，绚烂的舞台灯光缓缓亮起，大型秦
腔现代戏《根据地》震撼上演。由渭南市秦腔剧团和
富平县阿宫剧团联合创排的《根据地》讲述了1933年
至1935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坚持土地革命方针，在敌我力量悬殊、环境
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点燃革命烈火，创建和巩固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的故事。
　　演员们以独特的声、韵、调，把观众带回到那段
水深火热、热血澎湃的红色历史。演出结束后，掌声
如雷鸣般响起，经久不息。观众纷纷表示，这部剧情
节丰富，故事感人，不愧是一部艺术造诣和革命精神
兼备的好剧。
　　“我们用丰富的舞台灯光设计和扎实真诚的演
出来重现那段激情、热血的革命岁月，鼓励当代年轻
人‘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学习先辈们顽强斗争
的英雄气概，勇往直前，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建设做贡
献。”主创团队相关负责人说。
　　这个秋天，对铜川的“戏迷”们来说，无异于“过
大年”，精彩纷呈的戏曲轮番上演，让他们一饱眼福。
9月20日，商洛花鼓现代剧《若河》在铜川市工人文化
宫上演。该剧讲述了主人公若水排除万难、历经千
辛万苦办养老院、收养孤儿的故事，刻画了若河岸边
半个世纪的一幅世相百态图，宣扬了古代圣贤孟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阐
明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
深刻道理。

　　“一抹晚霞焰如金，洒下余晖照后人。仰止高山
风骨韵，低首念怀水之魂。”全剧特色明显，叙事风格
像徐徐展开的山水诗卷，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
弦。主创团队别出心裁地将“商山四皓”“摩女跑云
云”“洛水谣”“编帽曲”“渔鼓”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的元素融入其中，组成非遗矩阵，呈现出了多元化的
生动表达。优美动听的音乐曲调，跌宕起伏的故事
情节和演员生动形象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
　　“我本汉家女，远渡单于庭。相去万余里，行行
复行行……”原创秦腔历史剧《昭君行》是一部“昭君
题材”守正创新的作品，以昭君和亲史实为题材，讲
述了昭君一生远行、回望、守护的故事，谱写了一曲
民族团结的乐章。
　　该剧分序幕、望月、出塞、求归、渡心和尾声六幕。
全剧强调各民族之间命运相连、情感相亲、价值认同、
家国和合的精神情怀，展现“昭君精神”从历史走向未

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的不竭力量。
　　主演惠敏莉表示，本剧通过秦腔的表演形式，探
讨民族团结、战争与和平等全人类主题，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将中华
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融合。
　　舞台表现上，既有气势磅礴的大汉音乐，同时也
有辽阔无垠的草原风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昭君
出塞的故事家喻户晓，改编的《昭君行》唱腔原汁原
味，舞台设计大气磅礴，让我这个戏迷听得酣畅淋
漓。”当晚在现场观看的戏迷秦先生赞不绝口，直呼

“过瘾”！
　　10月10日晚，从省十艺节闭幕式上传来好消息，
《生命的绿洲》《昭君行》《根据地》《乾坤湾》《若河》5
部戏曲获得“文华大奖”，可谓收获满满，实至名归。
省十艺节赋予了这座城市更加浓厚的文化氛围和人
文情怀，让铜川的戏曲爱好者们与艺术工作者共赴
一场“戏曲盛宴”。

文艺创作成果丰硕 “戏曲盛宴”精彩纷呈
——— 省十艺节戏曲类展演综述

本报记者 焦悦

商洛花鼓现代剧《若河》剧照

  近日，宜君县公安局尧生派
出所民警走进辖区苹果园等地，
宣传安全防范和道路交通安全
知识，护航秋收季，让苹果更“平
安”。
 通讯员 王进元 赵梦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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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街小巷是一座城市的“里子”，涵养着一座城
市的精气神。
　　如今，走在王益区的诸多小街小巷，不少市民发
现家门口的环境变了——— 坑洼的路面平整一新，破
损的墙面重新粉刷，车辆停放规范有序，店面招牌统
一且醒目。“你看，我们身边的小巷干净了，楼下添了
绿地，街边多了口袋公园，出门就能看见景，行走间
就能遇到美。”这是不少市民向外来游客介绍的第一
句话。
　　近年来，王益区聚焦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环
境卫生热点、难点问题，围绕“一拆三改四提升”工作
思路，大力开展背街小巷整治提升行动，将城市精细
化管理向背街小巷延伸，倾力打造功能齐全、交通顺
畅、环境整洁的街巷环境，助力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
建设，努力让建设成果惠及群众。
　　现在，王益区小巷的“里子”经过精细化打磨，焕

发出蓬勃朝气，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日益增强。
　　“背街小巷改造是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民
心工程，尊重群众意愿是把好事办好的前提和关
键。”王益区住建局副局长范刚刚说，在背街小巷改
造前，他们逐一收集城区背街小巷状况，按照一个
项目、一个方案、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要求，对不
同街巷情况提出不同的改造内容、改造方式和施工
方案，瞄准群众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背街小巷改造

“菜单”。
　　经过调研梳理，王益区明确重点围绕背街小巷
的功能性、便民性和文化性，大力推进道路工程、地
下管线工程、综合环境整治、特色提升等工作，进一
步完善基础设施、补齐城市发展短板。
　　“每条背街小巷的基础、条件、情况都不一样，
我们坚持‘先民生后提升、先功能后景观’的原则，
根据居民的需求决定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什么程
度。”范刚刚说。为了让城市的“里子”精致起来，王
益区加强精细化管理，打造精品工程，并以点带面，
带动区域市容环境整体提升。改造排水管网，增设
排水口，破解道路积水问题；增加海绵生态设施，强

化街道应对洪涝弹性；降低路缘石高度，施划停车
位，破解停车难题；增设移动公厕，解决周边商户和
居民的如厕难题；增加座椅，建设街角公园，营造休
憩空间……
　　在日常生活中，市民不难发现周边居民和商户
的一些“微心愿”已经变成现实。截至目前，王益区
健康路已完成精细化提升改造。红二路已完成人行
道、雨污管网、通信管网、照明管线等工程，完成总工
程量的65%。集贤堤提升改造已完成沥青路面铺设、
人行道铺设、国槐种植等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70%。
这些背街小巷全部达到了“路平、沟通、水畅、灯亮、
洁化、绿化、序化”的改造标准，群众居住和出行环境
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补齐设施短板，挖掘文化底蕴……王益区将持
续打造“一街一特色”精品背街小巷，在工作中坚持
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居民需要什么就完善什
么，让每条道路变成“洁齐美”的“顺心路”，让每一个
温馨细节的改变，给老百姓一份触手可及的幸福感。
漫步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王益区这份惠民答卷的

“厚度”和浓浓的民本情怀。

王益区：精细化治理 让背街小巷越来越有“范儿”
本报记者 张芳 通讯员 张玉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
天。今年世界粮食日及全国
粮食安全宣传周，强调“践行
大食物观 保障粮食安全”主
题，符合人民群众从“吃得饱”
向“吃得好”转变要求。老百
姓食物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各
方转变观念，树立大农业观、
大食物观，加速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在确保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同
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
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践
行大食物观，要牢记粮食安全
这一“国之大者”，确保“口粮
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
农田就是农田，只能做“加
法”、不能做“减法”，只能用来
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永久基本农田要重点用于粮
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要
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些地
方大量的良田要么建养殖场，
要么是种花卉果木，这种“非
粮化”必须遏制。
　　大食物观、大农业观要
与大资源观、大生态观相协
调。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食
品安全三位一体，耕地保护
红线、生态保护红线都要坚
守，决不能拆东墙补西墙。
要立足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适应食物结构升级、消费多
样化需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要食物要蛋白，归根到底要
靠绿水青山、江河湖海，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要从每一分耕地、每一块林草、每一片湖海
保护利用开始，多做绣花功夫的“加法”，少搞“大开发”

“大开荒”。
　　践行大食物观离不开“小种子”。我国主要作物种子
自给自足，是粮食安全底气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大工程”。我们要为扭转生物多样性加剧丧失趋势而努
力，建设好中国的“种子银行”，存储物种遗传密码，守卫人
类粮食安全底线和生物资源开发根基。还要在确保生物
安全基础上，开展基因功能及基因遗传多样性研究开发，
在生态系统、物种、基因等层次开展种子科技攻关，实现藏
粮于技。
　　践行大食物观，要做好“减法”。肉蛋奶、果菜鱼、菌菇
笋，样样生之不易，全社会要大兴节约食物、反对浪费的风
气，相关部门要从健康、节约角度引导公众形成科学合理
的膳食结构，把森林草原、江河湖海馈赠的食物、植物动物
微生物提供的热量、蛋白用足用好用精，尊重绿水青山，珍
惜劳动果实。
  （新华社北京10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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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耀州区永乐坊道路工程建设项
目现场，摊铺机、压路机缓缓向前，一
辆辆运料车忙碌穿梭，沥青冒着缕缕
热气，工人们对路面进行重新平整，往
返的群众满怀喜悦地目睹了这一新
变化。
　　永乐坊经营户王栓军说：“住建局
这回给咱把这路重修了一下，好得很。
以前这路是石板路，特别容易烂，每逢
下雨、下雪，老人和骑电动车的人群经
过很容易跌倒。这回把路铺好，就是给
群众办了实事了，大家都很满意”。
　　城市道路连接千家万户，是民生
发展、城市布局的动脉血管。近年来，
耀州区住建局夯基础、惠民生、促发
展，持续推动工程道路建设作为城乡
建设的主要抓手，构建“畅、安、舒、
美”的城市新面貌，串起美好生活新
图景。
　　据悉，为进一步保障城区道路通行
质量，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巩固提升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经过前期实地调查、研究，耀州区住建
局自9月份开始对永乐坊和天宝路进
行提升改造，改造主要内容是拆除原有
破损路面，并重新铺设沥青，此次共改
造路面约2866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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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4日，深夜22时许，宜君县五里镇杨沟村劳累了一天
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刚刚进入
梦乡专程从北京返乡探亲的老知青卢卫东惊醒。“救命啊，救命
啊！”打开门，只见一个60多岁的农村妇女惊恐地说：“快帮我把
娃送到医院，救救我孙子，娃高烧不退……”卢卫东赶紧走出门
发动汽车，跟着这位老人返回家，带着孩子冲进夜幕。
　　原来，家住宜君县五里镇杨沟村的陈某夫妇，常年在外打
工，将7岁的孩子留在村里交给了母亲看管。10月14日晚上，孩
子突发高烧40多度，吃了多种退烧药也不见效，老人急得团团
转，为了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救治，她在村子里找了好几圈也
没有找到一辆车。
　　突然，老人想起来，卢卫东这几天回村里来了，他开着车，
老人赶紧跑到他的住处。听完老人的话后，卢卫东赶紧发动车
辆，拉上婆孙俩向宜君县人民医院赶去。由于熟悉山区路况，
卢卫东开足马力，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将婆孙俩从五里镇杨
沟村送到了宜君县人民医院。
　　经过宜君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大夫的及时抢救，孩子的高烧
终于退了下来，老人紧揪着的心放了下来。她激动地说：“这娃
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咋给儿子儿媳交代。多亏了老朋友卢卫
东，是他帮助我们赢得了抢救时间。”
　　据了解，自从20世纪80年
代返城后，卢卫东每年都要
回杨沟村看望村民，还组织
村上的年轻人到北京打工。
这次返乡探亲重归故地叙乡
情时再救人的义举，一时间
被乡亲们再度传为佳话。

北京知青返乡探亲再救人
本报记者 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