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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赵卓菁）
1 月 19 日，市文化馆学雷锋志
愿小分队在外滩首府社区与社
区 居 民 “ 迎 新 春 ” 共 同 联 欢 。
志愿者们精心准备表演的 17 个
节目，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
看。

活动以欢快的开场锣鼓表
演拉开序幕，新疆舞《小花帽》、
舞蹈《好运全都来》、独舞《你的
生 命 如 此 美 丽》、古 典 舞《离 人
赋》等展现出河东儿女的舞蹈魅
力；诗朗诵《月光下的中国》《诗
意 中 国》《美 丽 中 国 梦》高 亢 有
力；女声独唱《天路》《一壶老酒》

《有 缘 人》婉 转 悠 扬 ，男 声 独 唱
《花又落》深情动听；其他类型节
目口琴独奏《洪湖水浪打浪》、电
吹管独奏《我像雪花天上来》、表
演唱《过河》、自编自演的“三句
半”《夸夸咱们的舞蹈队》等也都
精彩纷呈。喜庆欢乐的联欢会在
欢快的集体舞《明天会更好》中
圆满结束。

“ 此 次 联 欢 会 是 一 场 集 舞
蹈、歌唱、朗诵、器乐等多种艺术
形式于一体的庆典，为参与者带
来了欢乐和温暖，营造出浓厚的
节日氛围。”市文化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市文化馆与社区居民“迎新春”共联欢1月 19日，稷山县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高跷走兽第七代传承人王成林，
同工人们一起制作高跷走兽。

稷山高跷走兽是一种起源于春秋
时期的民间传统艺术，被用于规模盛
大的庙会祭祀仪式活动等。稷山走兽
形象包括独角兽、貅狼、麒麟、鳌等。
表演时，演员需要同走兽组合演绎。
稷山高跷走兽于 2006 年 6 月入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高跷走兽模型制作，需经过建模、
缝合、上料等工序，最终走兽形象被塑
造得栩栩如生、威武精美。王成林及
其团队不仅致力于保护这一古老的艺
术形式，还积极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
技艺，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参与，努
力让这一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
生机与活力。

特约摄影 史云平 摄

本报讯（记 者 乔 植）近
日，河津市制订出台《河津市新时
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工作的
总体目标和落实举措。

方案提出，河津市新时代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
是：聚焦考古、古建筑、博物馆三
大领域，强化文物科技、人才、管
理、利用、政策保障工作，到“十四
五”末，河津文物保存状况明显改
善，文物安全形势明显好转，文物
保护水平明显提升，文物制度体
系更加完善。到 2035 年，河津文
物依法保护水平显著提升，支撑
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文物科技
创新体系、文物人才队伍体系、文
物安全责任体系、文物价值传播
体系、文物事业政策制度保障体

系基本形成，保护、研究、展示、利
用、管理、服务“六位一体”工作格
局全面形成，文物保护利用传承
更好融入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人民群众历史自觉和文
化自信明显增强。

方案指出，加大文物抢救保
护 力 度 ，推 进 革 命 文 物 整 体 保
护。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基础工
作，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全面
落实“考古前置”，提升文保工程
质量。创新文化价值传播，深化
革命文物研究阐释。完善博物馆
设施，激发博物馆活力，创新活
化利用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加强机
构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完善责任体系，强化部门联
动协作。

河津出台方案助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河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华夏文
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在华夏文明史
前时期，河东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
中区域，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基
因；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进程中，河
东既是华夏先民的活动中心，又是华夏
文明的直接源头；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
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河东是新兴封
建势力的策源地，晋与三晋文化的主要
载体；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河东文化的发
展构成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股文化
强流，集中再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
特点。概言之，河东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
占据特殊的地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
用。

◆国家形态的雏形

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越来越多的考古
资料充分说明，运城乃中华民族的摇篮，
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正如著名考古学
家苏秉琦教授所言：“晋南地方是当时的

‘帝王所都’。‘帝王所都’曰‘中’，故曰
‘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
‘帝王所都’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
夏民族先祖创建和发展中华文明的活动
中心。”

毋庸置疑，虞舜时期，已经建立了早
期的国家。《左传》等书籍中已有这种说
法。帝尧晚期，虞舜已经取代帝尧掌握了
权力，《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立七十年
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
荐之于天”。唐尧时期，“诸侯朝觐者不之
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
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
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史记·集解》刘熙云：“天子之位不可旷
年，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虞舜
建立的国家为有虞国。有虞国的主要官
职有：四岳、十二牧、司空、司徒、士、共
工、虞、秩宗、典宗等。此外，虞舜还将一
些有高尚品德且能力很强的人或者部落
首领提拔到重要岗位上，使之发挥作用。
同时，还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评，使各个
部门都能很好地履行职责，使有虞国出
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

虞舜时期，还初步制定了刑罚，即所
谓的五刑（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
等）。

以上足以表明，虞舜时期，已经建立
起国家的雏形。

◆农耕文明的肇始

农耕文明是黄河文明的第一个形
态，而地处黄河中游的河东地区，则是农
耕文明的肇始地。上古时期，河东地区的
人口多居住在高原上，这里的黄土属黄
壤，既柔和，又肥沃。由于临近黄河，加之
汾水、涑水等便利，为种植业的出现与发
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约 4500 年前，原始部落里的人们只
知靠果实、猎物果腹，常为寻找食物而四
处奔波。而一个名叫“弃”的人发现粒食，
培植五谷。尧帝听说后，封他为“农师”，
让他教民稼穑；虞舜执掌天下后，更是赐
他姬姓，号曰“后稷”。

《史记·五帝本纪》载：“弃为儿时，屹
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美，及
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
樯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
师，天下得其利。”又载：“稷是为古梁地，
背藐姑，右玉碧，据稷峰以为障，连汾水以
为襟，俗尚淳朴，勤稼。”考古专家还在稷
山一带发现石器遗址多处，出土的农耕工
具有石斧、石锄、石铲，还有加工、纺织、狩
猎工具，如石磨、石杵、石纺轮、陶纺轮、石
镞、石刀、石镰等，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
高粱及麻类等作物。这些可靠的文献记载
和出土的先民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和经营
的农业作物，在印证后稷稼穑在此地的同

时，也印证了社会发展历程的艰难和久远。
无独有偶，西阴遗址的“半个人工切割

下来的蚕茧”与师村遗址的“石雕蚕蛹”，距
今已有 5600 年—6500 年，充分说明聚居此
地的先民们业已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
并为“嫘祖养蚕”的传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
支撑。

因此，后稷教民稼穑和嫘祖养蚕缫丝，
皆发生在河东地区，绝非偶然与巧合。一食
一衣，一男一女，他们是华夏先民为了生存
而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的杰出代表，同时
也进一步证明，河东地区乃华夏农耕文明
的策源地。

◆民本思想的萌芽

民为邦国根本，民以食为天，固本就要
安民，安民就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据《尚书》载：“‘咨，十有二牧！’曰：‘食
哉惟！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
率服。’”

舜对十二州的州牧告诫说，为政首先
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让百姓有饭吃，千
万不可失农时。政务当先要安抚百姓，安抚
远方之民，也就能安抚近处之民，安民要广
行德信，推行善政，尤其要远佞人，切不可
使他们干预朝政，如此诚信会昭于四方，蛮
夷自会宾服。

众所周知，河东盐湖的食盐生产，自古
就是靠太阳蒸烤，天然结晶成盐。天然结晶
的过程中，最喜南风阵阵吹来，以助水汽蒸
发、食盐快速结晶。

一天，舜来到盐湖，看见南风徐徐吹
来，盐业丰产，盐工们忙碌收获丰收的食
盐。舜心怀激荡，抚琴而歌《南风歌》：“南风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
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这是有关
舜歌《南风歌》的较早记载，真实地记录了
舜关心百姓们盐业生产的动人场面，体现
了舜关爱民生的思想。如今，《南风歌》不仅
是古代圣君的一首诗歌，而且演化成为一
种行为规范，凝练成为一种关爱民生、体现
民本思想、宣传德化、展示五千年文明史的
一个载体。

◆伦理道德的母源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明德皆自
虞帝始。”也就是说，从虞舜开始，中国才有
了明确的道德原则。由虞舜始创的“明德”，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上古文明社会的发展。

“明德”既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
志，也为人类的精神文明构建提供了朴素
的道德范畴。有了虞舜在教化基础上所提
供的“明德”，中国才真正由野蛮社会进入
文明社会；也正因为有了开创道德教化的
首功，虞舜才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先祖和道
德文明的始祖。

据《尚书》载，帝尧要四岳向他推荐帝
位的继承人，四岳即以虞舜为荐。虞舜在当
时只是个平头百姓，为什么举荐他呢？四岳
提出的理由是：“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
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即是说，虞舜是
在父母及弟弟都对他很不友好的前提下，
却能与他们和谐相处，像这样孝心淳厚的
人，由他来治理国家，应该是不会坏事的。
仅因虞舜的“克谐以孝”，尧帝便同意了四
岳的意见：“我其试哉！”尧帝所“试”的结果
如何呢？《尚书》接下来说虞舜“慎徽五典，
五典克从”，即是说虞舜向百姓宣扬父义、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法，人们皆能
顺从。

虞舜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先河，用德
来治理老百姓。孔子“祖述尧舜”，总结虞舜
的经验，将这种教化概括为：“道之以德，齐
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用道德来引
导，用礼仪来约束，老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
而且守规矩了。

虞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已绵延了四千

多年。舜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仍在历史的
长河中发扬光大，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
华夏儿女，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构成了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的最基
本的文化精神。

◆诚信精神的滥觞

据《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不仅把
帝位让给了大禹，还把治国理政的“十六
字心传”授予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简言之，“人心”与

“道心”的差别主要就是“私”与“公”的差
别，也是“正”与“邪”的不同。修身正心，
就是要让“道心常为之主”，让“人心听命
于道心”。

在“十六字心传”中，虞舜在中华文
明史上首先提出了“诚信”之思想。“允执
厥中”之“允”，《说文》的解释是：“允，信
也。”其重点是强调了“心”的作用，强调
要保持“道心”的精纯和“道心”守护上的
专一；而“精”与“一”的结合，就是正心诚
意，二者的统一凝聚在“允”字上，亦即诚
信之上。

而生于河东的关公，无疑是诚信精
神的践行者。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
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
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巨
大，从未动摇。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

“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
探问。关公则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
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他
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
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他毅
然决然离曹而去。

纵观关公的生平活动，诚信是其思想
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诚信的化
身。

◆廉政意识的发轫

毋庸置疑，尧舜奉行的以“为民公
仆”“节俭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执政理念，
开启了中国传统廉政思想之先河。同时，
中国传统吏治制度中的一些重要内容，
如官吏的选任与管理，对贪腐的惩罚与
处置，在尧舜时代都已出现。可以说，中
国先民追求廉洁从政的思想最先在河东
这方水土开始萌芽。

尧舜时代，遵从原始社会公正民主
之遗风，在首领（即帝，又称天子）的选任
上，基本采取民主推举的方式。所谓“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历史
上著名的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实际上
反映了部落联盟首领是根据德才由大家
共同推举产生的。

当时，对官员的任命也是先征求下属
意见，以免有失公允。尧尊重人才，善于使
用人才，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常常采
用试用的方式。舜曾经召开十二州（当时
天下分为十二州）的首领大会，讨论官员
的任命，任命了包括弃（为后稷）、契（为司
徒）、皋陶（为法官）等在内的二十二名官
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二十二个官员
中，有一个特殊的职位叫“纳言”。“纳言”
这个官职实际上是舜的上传下达的谏
官，负责搜集臣民的意见，是民主议政、
公平正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尧舜时代不仅产生了原始粗糙的官
职，而且也开始了对官员的监督与考核。
黄帝时设置的监察地方（各氏族、部落）
的左右大监，在尧舜时期被他的继承者
沿用下来，这是后世监察制度的开端。

尧舜还严惩贪腐。舜的司法官皋陶
认为，不肖之徒居官，就会搞乱天下，因
此应根据天意来惩罚他们，用五刑来处
理他们。在皋陶制定的昏、墨、贼等罪名
中，“墨”就是指因贪婪而败坏官纪，是专
门 针 对 官 员 贪 腐 而 设 置 的 罪 名 ，犯 了

“墨”罪，要被处以死刑。
另 外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舜 在 中 国 清

廉 制 度 建 设 方 面 还 有 一 个 重 要 的 贡
献 ，就 是 创 设 了 谤 木 。 他 担 心 自 己 有
过 失 ，人 们 无 法 当 面 指 出 而 在 背 后 议
论，就在交通要道旁树立一根木柱，上
面 横 绑 一 块 木 板 ，让 人 们 将 天 子 的 过
失 尽 情 地 写 下 来 。 从 谤 木 身 上 ，似 乎
可以看到当代意见箱的影子。

◆法治传统的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法治
思想。远在尧舜禹时期，已经出现“罪”“刑”

“罚”“法度”等法治概念，孕育形成中华法
治的文化基础。

上古氏族社会，在“天下为公”的原始
民主基础上，主要是依靠伦理道德习惯力
量来维持社会公共秩序和确立人们的行为
规范。对于严重伤害氏族部落利益和黎民
百姓权益的行为，以及外族的侵扰等，还要
给予惩处。这就产生了最初的原始刑罚，孕
育生成初始的法治萌芽。在《尚书》等典籍
中，留下了上古时期法治创始过程中的一
些重大事件。

其一，早在尧舜禹时期，已经有了法治组
织及官职“士”，皋陶是史载最初的司法官。

其二，尧舜禹时期已经形成“五刑”，并
刻画在器物上，公布于众。对刑罚的处置方
式、地点等均有规定。其中出现的“刑”，不
单是指刑法，也是法的通称。这是华夏法治
建设的源头。

其三，尧舜禹时期已经提出“惟明克
允”，强调公正公平执法原则和措施，甚至
使用“羊獬”神兽帮助审判等，特别是共工、
鲧也被流放处罚，体现了“官员”与百姓法
度面前平等的法治理念。

其四，上古先贤初步说明了法治产生
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内部存在扰乱损害社
会生活的现象，外部有外族侵扰，致使外患
内乱。这显示了法的实质是社会经济政治
利益的集中反映。

其五，上古时期形成的执行刑罚“弼辅
教化”“德主刑辅”的法治观，礼与刑、德与
法是治理国家的两种重要手段，彰显了德
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先进思想。

其六，舜对司法官皋陶提出“刑期于无
刑，民协于中”的要求，表明上古先民的法
治思想中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思维。

此后，河东先贤传承光大尧舜禹创始
的法治理念，顺应时代需要，勇于变革创
新，先秦时期即已形成比较完整的法治体
系，标志着中华早期法治思想的真正形成。
这就是以古晋国与魏国法家为代表的法治
建设成果。

◆商业经济的开端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曾
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实兴于河东盐池
附近”，同时考证出商贾的“贾”字来源于

“盬”。《说文解字注》中讲：“盬，卤也。天生
曰卤，人生曰盐。”因此，可得出结论，中国
最早的商品为盐，最早的商人为盐商，而河
东地区也就成为商业文明的起源地。

盐在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
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尧舜禹都
城皆建在盐池附近，利用独特的地域优势，
促使部落发展强大，社会文明进步，形成了
早期国家雏形。盐池无疑成为夏、商、周三
代的经济基础。春秋时期晋文公同样充分
利用地域优势，推行“轻关、易运、通商、宽
税”的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第一批富
商的出现。晋国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从而
带动军事的发展，并逐渐强大起来，成为春
秋五霸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猗顿在河东地区的出
现，开创了中国商业史的先河，是我国历史
上第一位富商，被人们称为商业的鼻祖。司
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猗顿用盬盐起，而
邯郸郭纵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猗顿，鲁
国人，原为耕读人家，后因生活所迫，走投无
路，便向富商巨贾陶朱公请教致富之路。陶
朱公传授其“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的八字
真经，也就是说，要想快速致富，就要备养
牛、马、猪、羊、鸡五种母畜。因此，猗顿便在
盐池附近精养“五牸”，发展畜牧业，在此基
础上又广泛种植桃树、杏树。不仅如此，猗
顿认识到盐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在有了
雄厚资本之后，开始利用盐池制盐贩盐，将
盐运往各地，从而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
展。在运输池盐的同时，从西域各地带回珠
宝投入市场。畜牧业、运输业、珠宝业共同
造就了富甲天下的猗顿，为河东盐商的崛
起奠定了基础。

可 以 说 ，三 晋 商 业 ，始 于 贩 盐 ，盐 业
兴 盛 ，始 于 河 东 。 猗 顿 作 为 山 西 商 人 乃
至 中 国 商 人 的 杰 出 代 表 ，其 成 功 与 河 东
盐 池 息 息 相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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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笔者受邀在万荣县大礼堂观看
了 2024 年的第一场大戏——由万荣蒲剧
团 排 演 的 原 创 剧 目《李 家 大 院 之 博 施 济
众》。演出中，剧院内掌声不断。受邀的市
文旅局相关领导、专家以及现场的观众纷
纷表示：当晚的演出既是一场艺术的盛宴，
又是一场善文化教育，自己的灵魂经受了
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

闫景村李家是万荣县百年望族，明末
由陕西韩城迁至万泉薛店村，第八代迁居
闫景村。李家族人继承先祖农耕遗风，兼
营小手工业。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李
氏家道逐渐殷实，为日后经商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至十三代、十四代，李家先祖把晋
南土布贩运到靖边、安边、定边等偏远地
区，同时再把西北的皮货、药材贩回内地。
后李家又在“三边”地区设立商铺，所经营
商品扩大到茶叶、酒类、糕点、绸缎、布匹、
日杂用品等。到第十五代族人李子用时，
李家已转变为民族资本家，生意进入鼎盛
时期，所经营的冶铁厂、商铺等遍布各省。
闫景李家成为闻名三晋的晋南首富。

万荣李家自先祖创业之时就定下了
“以义制利，利义相济”的经商传家之训。
当生意遍布各省获利颇丰时，进而又形成
了“富而不骄，富而不奢，富而行仁”的家规
家训，历代乐善好施之义行不胜枚举。

本土青年编剧胡孟、廉闰泽便是从李
家为富行仁的事迹中撷取素材，创作了原
创剧目《李家大院之博施济众》。该剧以民
国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晋南遭遇大旱，百姓
食不果腹，时有饿殍倒地。在此情形下，年
事已高的老当家人李子用支持新当家侄媳王和君在万泉、运城池神庙
等地开设粥棚，救济灾民。该剧展现了以善传家的万荣李家在家国危
难之时，倾尽全力扶助灾民的崇高品质。

为善最乐并不是人人都能深刻认识到的，纵然是大善之家的李氏
各房对善的理解也有深浅。当家人王和君在广设粥棚扶助灾民却又缺
银少粮的两难境地之中，是适可而止，还是全力而为？深刻理解李家以
善传家精髓之后的王和君，力排众议，以先祖义行感召族人、以昭后世，
又一次成就了李家真心行善的美名。当从晋中采购用以救济灾民的粮
食被土匪雷哼劫走时，王和君不顾自身安危，深入险境，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用传统美德、民族大义感化雷哼，最终拿回了被劫走的粮食。李
家人又一次用善行诠释了“为善亦难、为善最乐”的大善核心要义。

在编剧的精心编排下，传承百年的大善李家又一次以鲜活的形象
出现在人们面前，这部戏不仅展示了以善传家的李家乐善好施的善行
义举，更对为善应适可而止还是应倾力而为的问题作出回应。正是李
家人代代秉承李家家训，李家才有了这百年传承，才被誉为“大善李
家”。

该剧导演、编剧、舞美、灯光均由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副主任、国家
一级导演王永庆担任。磅礴大气的演绎方式，极具象征性的百善影壁，
如梦如幻的灯光，把观众带入了民国时期富有晋南特色的风情画卷之
中，增强了全剧的艺术感染力。

剧中李家当家人王和君由山西省“杏花奖”得主、万荣蒲剧团团长
王红妮扮演，李子用由老戏骨杨银平饰演，刘建军、薛贺、马强在剧中分
别饰演李德龙、雷彪、雷哼。在这些浑身是戏的知名演员的配戏下，王
红妮的表演亮点频出。李同科的扮演者、青年演员张建革在剧中也有
不俗的表现。阵容整齐的演员队伍为精准诠释大善李家增色不少。

该剧音乐由国家一级作曲畅元发设计，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一
团副团长程小亭担任音乐指导。司鼓由万荣团副团长王玺虎担任，板
胡由万荣团知名琴师范智慧担任。

《李家大院之博施济众》用李家大善展示万荣特质，用文艺作品宣
传万荣文旅。这部戏展示了万荣县委、县政府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动
全县各项事业齐头并进的决心和力度。

戏剧界各位专家在观看演出后对该剧及演员的精湛表演给予了高
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部戏是万荣县蒲剧团落实万荣县委、政府治
县方略，以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人，用文艺作品为万荣发展服务而交上
的一份满意答卷，也是万荣县委、政府重视文化工作，实施“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又一直观体现。

近年来，万荣蒲剧团坚持文艺为当地经济等各项事业发展服务的
办团理念，创作出了《万荣女人》《铁汉公薛瑄》等一部又一部具有万荣
本土特色的大戏好戏，成为县级剧团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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