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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城事

《我家就在岸上住》调整后公演

五五一一后后，，继继续续邀邀您您免免费费看看大大戏戏

本报济宁4月29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郭洋 ) 企业在
发展中面临技术问题不能解决，
高校研发出了产品却面临不能
成批生产的窘境。25日，济宁市科
技局鲁南产权交易中心联合浙
大、山大等省内外9所高校举行

“科技资源进汶上，创新驱动促
发展”活动，与汶上21家企业进行
对接，搭建高校和企业直接对话
的平台。

“我们有资金，有土地，但是
就缺乏技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
向去投资。”汶上县安利化工总
经理杨芳明在多个高校的展台
前进行咨询。他表示当天的对接
会只是个初步接触，回去后还要
详细考察感兴趣项目的市场前
景以及目前的生产量。

浙江大学山东技术转移中
心副主任孟宪谦的表格上，有
1354项授权发明专利，包括机械
工程、仪器、电学、化工材料等大
项，而这些都是需要转化为产能
的技术，同样需要一个产学研结
合的平台。

活动中，除高校与企业对接
会外，针对汶上服装产业较集中
的状况，鲁南技术产权交易中心
还举办了服装设计与电子商务
论坛，邀请专家做讲座。

科技局搭建

校企对接平台

本报济宁4月29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张媛媛 )

28日，由济宁演艺集团旗下的
济宁艺术剧院推出的大型原创
民俗风情剧《我家就在岸上
住》，在声远舞台成功启动第二
轮公演。本报与济宁艺术剧院
也将于五一假期后，继续邀请
市民免费看大戏。

28日晚7点半，随着舞台上
响起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士
福演唱的山东琴书，幕布上渐
渐投射出了古色古香的水墨

画，讲述着老济宁运河两岸的
风景。与此前首演时不同，剧目
之间的衔接不再是刘士福登场
并演唱，而是直接跟随演员们
入场在一旁演唱。“感觉这样剧
目之间衔接的更好，明显比以
前更直观。”市民姜先生去年首
演时曾看过，听说这次调整后，
痴迷老济宁戏剧的他又专程赶
来。

为让观众看的过瘾，公演
在内容上做了细节上的调整。
不仅像爬杆这样的杂技表演动

作难度更大，而且大屏幕配合
着剧情的发展所演示的动画，
效果也更加逼真。在《码头》这
一章节，之前表演小球杂耍的
桥段被去掉，转而由美女舞蛇
来替代。艺术剧院团长赵建刚
说：“美女舞蛇更具西域风情，
视觉冲击力更强，能更好地渲
染《码头》这一章节想体现的当
年多元文化相融合的济宁。”

调整后的《我家就在岸上
住》，比之前更加紧凑，由90分
钟缩减至80分钟。无论舞蹈还

是杂技，以及像小贩卖热豆腐
这样与观众互动的环节，都衔
接的更自然。

由本报联合济宁艺术剧院
邀请读者免费观赏《我家就在
岸上住》的活动，4月28日、29
日、30日的票已经全部赠完。
五、一假期前后，读者可继续领
取5月7日、8日的门票。因为数
量有限，先到先得。领票咨询热
线:2110110。领票地址:洸河路
11号大众日报济宁分社三楼齐
鲁晚报·今日运河编辑部。

演出现场。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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