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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段送基层
十里八乡闻琴声
——安徽省戏剧名家
下基层采风（旌德站）活动侧记

“吃住在农村，创作在农村，把好听的戏

曲唱给农民听，把欢乐和笑声送给老百

姓。”近日，肩负着“安徽省千名文艺家下

基层”的光荣使命，我省戏剧名家在剧协主

席王长安、副秘书长潘昱竹的带领下，首站

便来到皖南山区——美丽的中国灵芝之乡

旌德县。

这次前来的戏剧名家并没有明星大腕

的派头和“架子”，他们谈笑风生，平易近

人。初来乍到，他们就称羡旌德县的青山

绿水、蓝天白云，更对青蔗、葛根等土特产

赞不绝口。从蔡家桥镇朱旺村到云乐乡灵

芝产业基地，从巍峨壮观的文庙到拥有“18

个天井”的庙首肇修堂、吕碧城故居……漫

步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他们或用镜头留住

心中的灵感涌动，或静静品味那继续流走的

美妙瞬间，或三五成群交流分享采风心得。

采风创作的线路，让艺术家们既见识到“九

井十三桥”的错落有致，也领略到了百岁老

人的神清气爽。一边和老乡们话家常、问寒

暖，一边感受着山野的清风，品尝着甜甜的

甘蔗，艺术家们深深地爱上了旌德这方热

土。散场后，观众还意犹未尽，希望与戏剧

家能合影留念，还期待着下次再有这样送戏

下乡的精彩演出。

徐继霞 记者 曹开发

各个采风点，艺术家们都毫无保留地拿出了自己的看家

节目。在旌德江村溥公祠的对面广场、天长铜城镇铜北农民

大舞台，还未演出，就吸引了来自附近的群众，他们情绪高

涨，盼望着艺术家们早点到来！

在天长铜城镇，刚吃完午饭，顾不上休息，艺术家们就

进行了简单的化妆。演出由当地民间备受欢迎的金花扬剧

团带来的《相思泪》拉开帷幕。演出由在朗诵和主持艺术方

面造诣颇深的省徽京剧院院长许北雄和青年演员吴娟主

持。《夫妻双双把家还》、《老侉头》、《拉魂腔》等黄梅戏、庐

剧、泗州戏、京剧，在艺术家们尽情的演出下，获得现场观众

们的阵阵掌声。

而台下，金花扬剧团团长、当地票友都热情地与艺术家

们互动。一位姓孙的大妈还激动地拉着记者的手说，“这样

的节目能在我们这里演，我可喜欢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村

民们也是饱了耳福见了世面！”

法国巴黎当地时间2014年 12月 1日

上午，中国安徽省亳州市与法国干邑市友

好城市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在世界知名

蒸馏酒中心、法国著名的白兰地之乡干邑

市政府会议中心举行。亳州市副市长魏黎

耕和干邑市长米歇尔·郭瑞斯分别代表两

市政府在备忘录上签字，并友好洽谈了未

来两个城市在酒酿造工艺交流、酒文化推

广与双边市场拓展方面的诸多合作。

签约仪式上，亳州市副市长魏黎耕表

示：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亳州和干邑两所城市因美酒而结

缘，缔结友好城市，希望通过国际友好城

市的合作开展多样的民间文化交流，向

世界传播以古井贡酒为代表的中国酒文

化，展示亳州中国著名酒产地国际形

象。干邑市长米歇尔·郭瑞斯先生表示，

“对于中国来说，酒文化是不可替代的一

种文明瑰宝，自己也非常喜欢中国的白

酒，并且十分欣赏亳州市政府和古井贡

酒为推广中国酒文化走向世界所作出的

积极努力。”

“此次以酒为媒，达成中国著名白酒产

地与世界蒸馏名酒产地签署友好城市合作

备忘录，在中国酒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出

席签约仪式的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刘秀

华表示：“这非常有利于让世界更进一步认

识和接受中国白酒，展示了中国白酒主流

品牌古井贡酒的实力，体现了亳州市政府

和古井贡酒先行者的勇气和担当。”

同期，亳州市政府代表团还与法国干

邑跨行业发展局局长凯瑟琳·勒·佩吉女士

一行对两市的酒类产业合作事宜进行了商

讨，并参观了干邑市著名的马爹利公司，受

到了马爹利全球品牌总监孟尼亚先生的热

情接待。

安徽古井集团董事长梁金辉告诉笔

者：“现在让世界市场认识和接受中国白酒

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

宣传和推广中国白酒文化。古井贡酒愿意

成为中国白酒走向世界的‘文化特使’，向

世界展示中华酒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

为中国亳州和法国干邑两市美酒文化味

虽不同，意却相通，希望两市的友好城市

签约，能推进中国最好的白酒产地和法国

最好的白兰地产地的战略联盟，让红与白

的酒文化优雅碰撞，让文化之香与美酒之

香交相辉映！

古井贡酒成“特使”
中国白酒著名产区与世界著名蒸馏酒产区首次牵手

中国亳州与法国干邑签署友好城市合作备忘录

戏剧追梦在基层 如同龙归海鸟归林
——我省戏剧名家旌德、天长采风记

戏剧追梦在基层，如同龙归
海鸟归林。日前，我省戏剧名家
在安徽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王长
安等带领下，分别到了风景秀丽
的皖南山区旌德县、大别山腹地
红色革命老区岳西县和素有“安
徽东大门”之称的天长市。每到
一个站点，艺术家们一行不顾途
中疲劳，他们放下行李，匆匆忙
忙地吃点饭，就马不停蹄地奔向
采风第一线。

记者 曹开发 吴笑文 文/图

王长安
（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编剧）

基层采风能够让我们正确了解、认识当地的文化风

俗，增加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历史的了解有更形象的

体会。这次活动重在“采、创、送、种”，不仅要采风、创

作，还要为当地百姓送上丰富的精神食粮，与当地的文

化艺术工作者互动，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演出，留下一

支不走的艺术团队，才能在今后常态化地为百姓服务。

通过这次活动，让我们感受到艺术家在今后的个性

表达上还要考虑如何跟百姓的诉求很完满地结合起来，

素材上要找一些更接地气、更走百姓心灵的元素，这样

出来的作品才会更有生命力。

许北雄
（省演艺集团艺术总监、省徽京剧院院长）

随艺术家们一起下基层，再次深入田间地头，看到

美好农村、农民文化乐园的建设，给百姓们带来的变

化，机会非常难得。作为一个老文艺工作者，感触很

深。文艺来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只有到农村去，到田

间地头去，到老百姓家里去，才能创造出群众真正喜欢

看的作品。过去大家都在城市、剧场里演出，要想作品

能更接地气，就一定要多走下去。

赵媛媛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是要服务群众，这次采风也

为我们向基层群众学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这对

我们的艺术创作是非常有益的。过去在工作、学习中，

我们体验生活非常少，而深入基层不仅是对成熟的艺术

家，对年轻演员也是一次难得的文化积淀，只有不断地

丰富自己，才能塑造好要表达的角色。

基层采风，让作品更接地气与百姓零距离交流 戏剧追梦千年古村

采风第一站，旌德。采风团直奔千年古村——蔡家桥镇

朱旺村。朱旺村有九井十三桥，艺术家们在朱旺村欣赏了千

年古民居的美景，兴致勃勃地与群众交流，他们与96岁的老

寿星朱从庚交流，听他讲村里的故事；他们与抗美援朝老战

士交流，听他讲述打美国鬼子的故事。他们与葛农交流，听

他介绍葛根的种植与葛粉的加工。

艺术家们与当地群众广泛接触，广泛交流，进行了

零距离的接触，从群众身上汲取了养分。蔡家桥镇书

记傅巍还告诉艺术家们，历史流传多少年的“井水不

犯河水”的成语就是发源于这个地方，艺术家们听了

感到好奇。艺术家们不辞辛苦，在历时两个多小时的

活动后又匆匆赶往旌德县灵芝基地，听取了关于灵芝

方面种植知识的介绍。

惠民演唱秀绝活 当地群众大饱耳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