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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新空间◆

坚持群众编、群众演，做到群众
看、群众乐。7月25日至27日，2024
年稷山县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在该县
国家板枣公园广场举行。连续 3 天
的精彩演出，让群众收获满满的幸
福感。

此次活动以“礼赞新中国 逐
梦新时代”为主题，分为村晚之我有
拿手戏、广场舞暨群众文艺展演、戏
迷小戏大展演等 3 个场次。7 月 25
日晚的演出是村晚之我有拿手戏。

当晚 8 时，该县国家板枣公园
广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铿锵有
力的威风锣鼓，激荡人心，拉开序
幕。参演的文艺节目各有特色：器乐
舞蹈《丰收秧歌》、音乐快板《稷山四
宝》、歌伴舞《知否稷山》《家乡味道》
等道出了后稷儿女对家乡稷山、对
美好生活的无比热爱；古琴书《敬献
稷王》、高跷拳板《庆丰年》，以及国
家级非遗高跷走兽、高台花鼓等表
演，彰显了后稷故里弘扬后稷农耕
文化、保护传承非遗文化、全面推动
乡村振兴的坚定决心。

观众王有年说，这些节目很有
特色，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用稷
山特有的民间艺术讲述后稷故事，
后稷百姓有感，时代价值更显。

近年来，稷山县精准聚焦群众
需求，坚持“政府搭台、百姓唱戏”，
大力实施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推动
节目月月演、才艺人人秀、活动季季
新，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
化生活的新期待。尤其是今年以来，
该县先后举办了“奋进新征程 建
功新时代”春节社火文艺汇演、
2024乡村村晚、“乐享五一”群众文
化活动、稷山马拉松赛文艺演出等
重大群众性文化活动，并依托全县
28 个文艺小分队、36 个文化带头
人、15 个乡土文化能人艺人，深入
各个领域开展文化惠民活动900余
场，有力推动了全县文化事业繁荣
发展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不断
提升。

7 月 26 日晚，广场舞暨群众文
艺展演如期举行。小合唱《我爱你中
国》、舞蹈《亲吻祖国》、情景剧《征
途》、表演唱《谁说女子不如男》等节
目轮番上演，参赛选手们身着华丽
的衣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精
神饱满、舞姿轻快，舞出了魅力，舞
出了风采，舞出了对新时代的美好
愿景。

“富有激情的旋律与优美的舞
姿勾勒出一幅幅风情画卷，呈现出
时代特征明晰、地方特色显著、艺术
感染力强等特点。”稷山县文旅局有

关负责人说，此次展演作品风格多
样，主题表达积极向上，演员各年龄
段皆有，充分彰显了近年来稷山在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尤
其是在引领广场舞活动健康发展上
所取得的可喜成绩。

7 月 27 日晚，是戏迷小戏大展
演。当晚，蒲剧《刘胡兰》《舍饭》《劝
宫》《三对面》等精彩上演。虽然没有
专业剧团助兴，但戏迷、戏友的倾情
演出，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阵阵掌
声，现场气氛热烈祥和。

“民间表演艺术精品的挖掘和
传承，有助于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稷山县文化馆有关负责
人表示，要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使全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真正让
群众在参与活动中高尚起来、高雅
起来、高兴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系列活动
的演出地点稷山国家板枣公园。该
公园是山西省唯一的国家级林木

（花卉） 专类公园，枣林覆盖率达

到90%以上，有着“中国最大的千
年古树群”之美誉，曾入选“全国
100 个最美古树群”。依托该公
园，稷山县不断丰富园内的人文历
史景点或现代娱乐元素，如板枣博
物馆、唐枣园、甘棠井、秋霞楼、
星空民宿、大型非遗华灯、明清小
吃街、板枣童话乐园等，着力打造

“守望千年·只为枣你”乡村振兴
示范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助
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用好文化力量，做足文化文章。
“此次活动既是丰富群众精神

生活、增进人民文化福祉的重要举
措，也是宣传推介稷山、讲好稷山故
事的窗口平台。”稷山县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以此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坚
定文化自信，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
见、不负时代的精品力作，真正使这
一民生工程创出品牌、树好形象、惠
及百姓，以高质量文化助推高质量
发展。

记者 景斌

让群众高尚高雅高兴起来
——2024年稷山县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小记

▲活动现场 特约摄影 栗卢建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刚刚
过去的周末，永济人民剧院热闹得
很，因为永济市文旅局主办的“礼赞
新中国 逐梦新时代”城区戏曲惠
民演出正在这里进行。

此次惠民演出自8月3日开始，
先后演出6场。蒲剧经典剧目《秦香

莲后传》《火焰驹》《忠烈杨门》等，吸
引了众多永济市民前往观看，给消
夏的人们增添了丝丝凉意。戏迷们
纷纷表示，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好戏、
大戏，那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据介绍，此次惠民演出持续至
7 日，《西厢记》《涑水情》等优秀剧

目即将上演。有兴趣的永济城区市
民，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各社区登
记免费领票。此次活动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整合更多的社会资
源，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惠民
活动，让城乡群众共享精神文化发
展成果。

永济城区戏曲惠民演出正在进行中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一
座关帝庙，连着你我他，条山吐翠如
画美，关爷看着咱长大……”在前不
久的纪念关公诞辰 1864 周年系列
活动中，一曲气势磅礴、旋律悠扬的
原创歌曲《关乡汉子》唱响了关公故
里，传遍了大江南北。

这首歌曲由我市知名女作家刘
锁爱作词，音乐制作人、山西省音乐
家协会会员、运城中学音乐教师苏亮
亮作曲、编曲，新疆晋疆宏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红现场首唱。

“一座关帝庙，连着你我他，忠义
刻在骨子里，仁勇心里把根扎，精忠行
走阳光下，参天更挺拔……”该歌曲在
纪念关公诞辰1864周年系列活动中
首唱后，获得较高人气和传唱率。特别
是演唱者刘长红受到广泛关注。

刘长红，盐湖区车盘街道中凹
村人，现为新疆晋疆宏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山西企业联
合会（商会）名誉会长、盐湖区人大
代表。本世纪初，他就远赴新疆打
拼。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晋疆宏
业不断发展壮大，凭借过硬的质量、
优质的服务，为我国东北建设、西部
大开发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致富不忘乡邻，多年来，刘长红
敬老孝亲、弘扬忠义，有着良好的口
碑。作为关公故里人，他是此次纪念
关公诞辰 1864 周年系列活动的主
角，“希望关公故里的儿女们都能做
到：仁义行天下、诚信走天涯，肝胆
给兄弟、忠义献国家。每个人都能这
么做，那么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都是有益的”。

据了解，歌曲《关乡汉子》在前期的创作中，进行
了多次沟通和探讨、不断调整和修改，力争把歌词精
炼到极致，让旋律更加利于传唱，实现雅俗共赏，老
少皆宜。“歌曲之所以引起大家的情感共鸣，是因为
它唱出了每一位关乡人内心的精神寄托，不管走到
哪里时刻谨记咱是关乡人，时刻把忠义仁勇的关公
精神践行到实际行动中。”苏亮亮说，“同时，铿锵有
力的节奏，把关乡人的豪情壮志、率真豪迈表现得真
切自然。尤其是丰富的伴唱声部，为主旋律锦上添
花，进一步突出主题，表达出气贯长虹的精神内涵。”

运城关公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歌曲《关乡汉子》的传唱，有助于推动关公文化的弘
扬，提升关公故里的知名度，擦亮关公名片，讲好关公
故事，助力关公文化成为维系更多华人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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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露）近日，新绛县委社会
工作部、新绛县爱心公益联盟联合开展“传承文化
点亮希望”志者服务活动，邀请返乡大学生走进新绛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近距离感知传统非遗魅力。

展厅中，该县政协有关负责人生动形象地介绍了
新绛“国宝”及非遗等，让大学生一行对面塑、云雕、木
版年画、青铜器等非遗的制作流程、历史渊源有了更直
观的感受。在绛州澄泥砚、云雕、绛州鼓乐、绛州皮影戏
等展示区，大学生一行详细询问非遗项目及背后的历
史故事、文化内涵和技艺特点等，深度了解新绛非遗。

活动结束后，大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做好推介新
绛文化的宣传员，用实际行动践行文化传承的使命，
守护好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
新绛非遗，共同为非遗的保护传承贡献力量。

传承文化 点亮希望

新绛县开展走近非遗志愿活动

▲关公诞辰1864周年活动中，刘长红深情演唱
《关乡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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