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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编辑 朱丙强 校对 常卫敏

书说古今中外世上事，曲唱东西

南北人间情。

农历正月十三是宝丰马街书会

的正日子，被誉为“中国曲艺史活化

石”的马街书会迎来了全国各地的

1186 名民间艺人。他们负鼓携琴，会

聚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亮书会友、

拜师收徒。

今年的马街书会线上、线下同时

举行。线下，有祭火神、对戏、拜师收

徒、亮书、书状元评选、写书下乡等民

俗活动，还有第五届优秀传统长篇大

书擂台赛、历届书状元展演、书状元颁

奖晚会等“大戏”；线上，“年味宝丰”

“云上书场”“云上戏台”、第十八届全

国优秀曲艺节目网络展演、第五届优

秀传统长篇大书擂台赛（线上部分）、

刘兰芳师徒专场演出、宝丰县“书说天

下 唱响万家”曲艺节目网络展演、长

篇大书系列视频展播等一系列活动，

观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优秀的曲艺

节目。

从麦田走入“云端”

“马街书会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空

间，虽然疫情防控期间按下了暂停键，

但是也推动了书会全面走向网络云

端。”2月 3日，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

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申

红霞说。

2020年，受疫情影响，马街书会首

次由现场展演调整为网络展播。3 年

来，书会通过互联网从麦田走入“云

端”，辐射面更广，更多观众在线感受

了中华曲艺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2020 年、2021 年，马街书会连续

两年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文化进万

家——视频直播家乡年”重点年俗活

动，接连获得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通

报表扬。

为让全国观众和曲艺爱好者继

续感受马街书会的魅力，今年宝丰县

再次推出了一系列线上马街书会文

化展演活动，使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

足不出户就能“一天看尽千台戏、三

天胜读万卷书”，让马街书会在新时

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其中，线上

“书说天下 唱响万家”马街书会系列

活动成为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中央

网信办网络传播局 2023年“文化进万

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的组成

部分。

传播方式悄然变化

2 月 3 日，在马街书会民间艺人

亮书区，来自鲁山的几名演员身着补

丁衣衫，摇着烂蒲扇，在劲爆的音乐

声中忘情地表演着“活佛”济公。“老

铁们，点击关注不迷路，主播带你上

高速。”艺人同时进行着抖音网络直

播，直播间内，众多粉丝通过手机观

看演出。

“大家的掌声响不断，你听俺爷俩

唱一段。不送金，不送银，俺给在场的

观众送财神……”来自永城市的莲花

落省级非遗传承人姬银龙与儿子幽

默诙谐的表演引来阵阵喝彩。与此

同时，姬银龙的妻子则在一旁进行抖

音直播。“我在抖音上经常看他们直

播，这次终于见到真人了。”现场一位

观众说。

从传统的现场演出、广播电视传

播到现在的借助互联网直播……曲艺

传播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宝丰县文联主席阿卫国看来，

曲艺从业者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抖

音等平台进行传统艺术门类的活态传

承，拓宽了曲艺艺术从业路径，增加了

受众接触曲艺的途径和方式，也使曲

艺艺术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

2 月 3 日，在 2023 年马街书会历

届书状元展演中，来自山西运城的焦

军芳表演了河南坠子《刘公案》中的唱

段。自 2020年起，焦军芳便在抖音平

台开了直播，每天都有数十万粉丝点

赞，现已有 70多万粉丝。

有“中原第一女丑”美誉的张晓

英 ，是 今 年 春 节 贺 岁 档 电 影《满 江

红》中戏曲配乐的演唱者。在电影

中，具有摇滚风格的豫剧唱腔令人

眼前一亮。在今年的马街书会上，

张晓英作为特邀嘉宾助兴表演，再

次演绎了《满江红》戏曲配乐，观众

叫好声不断。“时代在变，戏曲也要

与时俱进，传承传统戏曲要符合现

代人的审美需求。”张晓英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推进文化生态保护

说不尽的宝丰故事，唱不完的千

年传承。马街书会是说唱文化的核心

内容，也是中国说唱文化在当下的全

形态文化实践体现。

我市于 2017 年 1月被文化部批准

设立国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

实验区，是全省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2019 年 7 月，文化和

旅游部印发的《曲艺传承发展计划》指

出：“扶持马街书会、胡集书会等民间

曲艺展示交易集市的发展。”2020年 10

月，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河南省曲

艺传承发展实施方案》中，两处提到国

家级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

区、5处提到马街书会。

为保护、传承马街书会，宝丰县已

经连续 7年对马街书会期间的系列活

动进行数字化记录；对部分民间艺人

的优秀传统濒危唱段进行录音录像，

登记到会艺人传承曲种、门派、代表曲

目等详细情况；对收徒拜师、评选书状

元、祭火神、对戏、三月三祭拜三皇等

民俗进行有效保护；出版的说唱文化

系列丛书包括《马街书会唱段集锦》《马

街书会长篇大书选》《马街书会记忆》

《大调曲牌音乐》《说书人》等；在马街书

会会场建设了中华曲艺展览馆、刘兰芳

艺术馆、中国曲艺交易中心，把马街书

会景区创建为国家级 4A级景区。

2 月 2 日和 3 日，宝丰县邀请来自

全国曲艺系统的部分专家、学者，为

推进宝丰说唱文化生态保护积极建

言献策。

“传统曲艺的传承发展需要政府

部门的大力支持，老一辈曲艺人逐

渐退出舞台后，如果不去挽救，曲艺

就有慢慢消亡的危险。平顶山在这

方面做得比较好，给到会艺人发放

路费，采取多种措施保护传承书会，

相信书会的明天会更好。”2 月 3 日，

在宝丰马街书会现场，来自禹州市

夕阳红曲艺说唱团的艺人闫国祥告

诉记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

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

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后，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指示精神，遵照《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好

以马街书会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探索出宝丰路径、作出宝丰贡献。”申

红霞表示。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曲艺传承新密码 本报讯 （记者闫增旗）2 月 5 日上午，在

石龙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数字经济产业园

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机械隆隆作响，工

人有的操作塔吊，有的绑扎钢筋，有的焊接

钢结构。

“目前，工人已经全员到岗，2月初，我们

要完成 2号宿舍楼、3号办公楼主体结构以及

5 号中式车间门窗安装。我们要以‘起步就

要提速、开局就要争先’的奋斗姿态，全力推

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项目施工负

责人李贵江说。

当天一大早，李贵江便来到工地巡查，根

据现场进度对项目管理人员及各分包队伍分

配任务。工期紧张，现场人员多，李贵江每天

除了关注施工质量、进度，还要关心工人的安

全和生活。

数字经济产业园二期是全省第五期“三

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项目，去年 7 月初开

工，总建筑面积约 4300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7亿元，包括物流货运数字化综合服务中心、

物流数字化研发中心、多式联运调度中心等，

预计今年 5月建成投用。

为推动项目顺利进行，石龙区委、区政府

成立了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任组长的项

目服务保障专班，区发改、财政、交通、商务、

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和区城投公司、百邦物

流主要负责人为专班成员，专人跟进保障服

务，统筹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

近年来，石龙区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发

展的第一动力，持续深入推进“三个一批”项

目建设活动，抓项目、促投资、增动能，以项目

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高质量。同

时，围绕建设新型工业新区目标，逐步构建新

型工业体系，谋划新能源产业、碳基新材料产

业、数字经济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现代化工

产业、新型建材产业、煤焦产业、文旅康养产

业、进口商品集散中心九大产业集群项目，争

取打造九个百亿级增长极。

今年以来，该区按照“签约项目抓落地、在建项目抓投产、投产项目抓

服务”的思路，坚持“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名牵头领导一抓到底”，拟实施

重大项目 65个，计划总投资 200亿元以上，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39个，计划

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22个。在全省第七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中，

位于该区的平顶山和盛源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甘氨酸项目、河南汇资科

技有限公司半导体硅料加工提纯项目、区三产融合示范区建设项目等 6

个项目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 1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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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2 月 3

日，记者从市科技开发交流中心获

悉，省科技厅近日公布了 2022 年

河南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名单，我

市 3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为平顶

山学院、河南明科科技有限公司、

清研（鲁山县）先进制造科创中心

有限公司，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培育

量位居全省第二。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申报工作

是推进现代创新体系建设，促进技

术成果转移转化，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的重要抓手。为确保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创建工作的规范性和精

准性，市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先后

与清研（鲁山县）先进制造科创中

心有限公司、平顶山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进行对接，通过现场调

研摸清家底、查看转化成果、掌握

转化情况，充分了解取得的工作

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

的工作打算，帮助企业总结提升

开展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的方法经

验。2022 年，我市共计 6 家企事

业单位申报，最终 3家企业成功入

选，申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我市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培育量全省第二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2月 5日，农

历正月十五，新华区金融工作局局长郭

克托与一家银行负责人实地走访了河

南春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了解

企业发展现状，为企业成功续贷 1200余

万元。“这几年受疫情影响，资金有些紧

张，区金融工作局多次通过政策帮助我

们解决问题，这次又和银行一起上门服

务，为我们提供金融支持，真是特别感

动。”该公司总经理许红生说。

资金链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去年以来，新华区金融工作局坚持以

政策为引领、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积

极搭建银企交流互动平台，努力当好

银企间的“牵线人”、银企互动共赢的

“铺路人”，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的能力，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

盘，用“真金白银”为辖区企业架起发

展的“金桥”。

该区坚持开展金融惠民政策进万

家活动，每月定期走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宣讲惠企惠农政策，去年共发放《新华

区金融支持惠企纾困政策汇编及信贷

产品要点》二维码版宣传页 16500余份，

共有千家授信户享受政策红利。

保经济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该

区开通“新华智慧金融”微信公众号，

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力度；依托“万人

助万企”“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大走

访”等活动及时掌握企业经营现状和

发展需求，深入走访企业 226 家，收集

问题 30 个、意见建议 33 条，目前已解

决问题 25 个，帮助兴盾物业等多家企

业通过精准化银企对接，为企业提供

“点对点”融资对接服务，提高融资效

率；引导金融机构和优质企业自主申

报入驻省、市银企对接平台，实现在

线双向选择，确保 7×24 小时无缝对

接；组织辖区 12 家金融机构，分批次

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 25 场，帮助企业

解燃眉之急，授信金额 271.54 亿元，实

际放款金额 170.91 亿元。其中，平顶

山紫云庆祥贸易有限公司、平顶山市

明建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等 585 家

企业在急需周转资金时，第一时间获

得了信贷支持。

为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该

区以“信用村”“信用户”创建为基础，结

合行政村特色产业，创新推出个性化、

定制化信贷产品，满足群众多元化信贷

需求；引导银行推出“助农 e 贷”“乡村

振兴贷”，实现“整村授信”业务线上办

理。目前共走访社区、行政村 68个，授

信 3618 户，用信 1743 户，用信金额 1.44

亿元，实现了让普惠“金融管道”铺进千

家万户。

新华区金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架起惠企“金桥”铺好惠民“管道”

2 月 5 日，工人在汝州市庙下

镇小寨村农产品加工园区车间生

产甘薯粉条。

该镇采取“产业园+村+种植大

户”的模式，扶持发展甘薯加工企

业 70余家，培育甘薯种植大户 50余

户，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9000

余人，在增加群众经济收入的同

时，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产业基

础。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发展特色产业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记者

刘诗平）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截至5日，南水北调东、

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600亿立

方米。按照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580亿立方米计算，相当于为北方地区

调来了超过黄河一年的水量。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年 12月实现全面通水。通水以

来，年调水量持续攀升。中线所调南

水已由规划的辅助水源成为受水区

的主力水源；东线北延工程的供水范

围已扩至河北、天津，提高了受水区

供水保障能力。目前，工程直接受益

人口超过 1.5亿人。

据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南水北调集团在做好年度正常供

水工作的基础上，与水源、沿线省市

密切协作，统筹正常供水和生态补

水，兼顾输水调度和防汛抗洪。生态

补水方面，南水北调中线累计向北方

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 90多亿立

方米，使滹沱河、白洋淀等一批河湖

生态改善，华北地区浅层地下水水位

止跌回升。东线沿线受水区利用抽

江水及时补充蒸发渗漏水量，使湖泊

蓄水保持稳定，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水质方面，目前南水北调中线水

质保持或优于地表水Ⅱ类标准，东线

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Ⅲ类标准。

南水北调工程向北方调水突破 600亿立方米

2 月 3 日，民间艺人在马街书会现场表演“活佛”济公，并通过抖音进行直播。 本报记者 田秀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