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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编导参与创作
多部原创剧获认可

7月10日，济宁市声远舞
台剧院内一番热闹景象。在国
内著名话剧导演李大海的指
导下，济宁艺术剧院的演员们

正在卖力排演着节目。舞台中
央一座大型的道具需要旋转
时，几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在最
后面跟着节奏慢慢推动道具。
这其中，带着黑框眼镜的洪志
坚显得尤为特殊。每当不需要
他出力的时候，他便跑到舞台
一侧，手捧着一本笔记本，认

认真真记录下导演所说的每
句话。

“每当剧院有大型话剧排
演，都会请来知名导演、编剧，
这对我而言是难得的学习机
会。”洪志坚是济宁艺术剧院
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专职编剧
岗位招聘进来的演职人员。毕

业于大连艺校编剧专业的他，
此前在天津一家话剧院工作
了三年，“三年里我参与导演、
编剧和演出的话剧大约有600
场。”

因为家在邹城，这几年每
逢回家探亲，洪志坚都会注意
到家乡的文化市场正在迅速
崛起，“声远舞台、运河音乐
厅，还有今年新建成使用的文
化中心，各类文化演出一台接
着一台。”兴奋之余，洪志坚听
说了济宁艺术剧院正在招聘
专职编剧，马上前来应聘，幸
运地加入了艺术剧院新成立
的戏剧创作室。

除了洪志坚，在舞台上担
任着男一号的陈超，也是青年
导演的培养对象之一。在今年
剧院排演的《爱丽丝梦游仙
境》、《梦回三迁路》等多部大
型儿童剧中，洪志坚曾担纲前
者的编剧，陈超则担任了后者
的副导演，“今年以来，剧院排
演的所有剧目他二人都有参
与。”济宁艺术剧院院长侯劲
松告诉记者，接下来剧院还将
精心排演一部红色剧目《英
魂》，“他二人分别担纲编剧和
导演。”

编、导、演一体化
本土原创剧更具竞争力

年初，济宁艺术剧院正
式成立了戏剧创作室这个新
部门，目的就是想改变过去

“剧本主要靠买、导演主要靠
请”的局面。“买一部好剧本，

请一个好导演，所需要的资
金是一笔较大的开支。”侯劲
松坦言，如果是邀请一些知
名编剧或者导演，日程安排
上也要完全受制于人，“以往
我们迫切想要推出好剧目
时，却因此往往心有余而力
不足。”

侯劲松告诉记者，在上世
纪80年代，济宁市的一些专业
院团曾可以自主创作一些口碑
上佳的话剧，院团中也拥有一
批创作能力优秀的编剧。但后
来随着这些院团淡出公众视
野，济宁本土的话剧创作后继
乏力。“前几年创作排演《我家
就在岸上住》的过程中，我们让
一些青年人才积极参与编剧、
导演工作，发现效果不错。”

于是，侯劲松萌生了要培
养济宁人自己的编剧、导演，
打造一条完整产业链的想法。
目前，虽然剧院打造的编、导、
演体系才刚刚实施了半年，很
多细节都还在探索当中，但成
效已经渐渐显露出来。侯劲松
说，上半年两位年轻编剧、导
演合作的儿童剧《爱丽丝梦游
仙境》，不仅在金乡成功首演，
在济宁地区已演出了4场，而
且下半年还将前往西安进行
商演。

未来，侯劲松希望剧院不
仅可以实现自己编、自己导、
自己演，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济
宁市储备优秀的编剧、导演人
才，让济宁的文化演艺市场更
加完善，在全国也能形成更加
强大的竞争力。

针对普查数据质量审核技术环节多、标准要求高，以及本
市重点工业企业多、行业类别繁、生产工艺复杂的特点，邹城
污普办勇于在技术层面攻坚克难，分行业分重点逐项分析指
标数据间逻辑关系，确保普查数据正确、完整、规范，逻辑关系
一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李艳红 庞玉建 摄

本报济宁7月17日讯(通讯
员 朱璐 李振国) 7月15日
零点4分，经历5个多小时的紧
急抢修，因落雷引起的35千伏
大束变电站供电线路故障抢修
成功。

14日18时50分，邹城市10
千伏镇中线2#杆因落雷导致
客户柱上变压器烧毁，镇中线
全线停电。大束供电所抢修人
员立即展开故障排查，在对所
有分支进行再次分解处理、测
量绝缘正常后，送电成功。

由于落雷导致瞬间电压、
电流过大，35千伏大束变电站
一次母线电流互感器受损烧
毁，诱发10千伏黄疃线故障停
电。为确保变电站设备运行安
全，邹城市供电公司立即实施

故障抢修。尽管当日正值双休
日，接到故障抢修任务后，运维
检修部副主任王伟隆没有丝毫
犹豫，立即召集人员赶往故障
现场。

了解了故障来龙去脉后，
检修人员立即展开故障原因
排查并锁定故障点。经排查，
为线路绝缘击穿造成电流互
感器烧毁。随后，他们展开了
与时间的搏击。由于35千伏大
束变电站建站时间长，站内空
间狭窄，夜间抢修视线非常不
好，检修人员只能一边打着手
电筒、一边跪在地上钻进柜体
实施作业。

7月15日凌晨，随着10千
伏镇中线和黄疃线送电成功，
抢修工作宣告结束。

济宁艺术剧院探索编导演产业链，摆脱对外依赖

培培植植本本土土编编剧剧，，试试水水创创作作儿儿童童剧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随着济宁艺术剧院原创的一批儿童剧、话剧成功登上舞台，不仅取得了济宁观众的认可，更
是在国内演出市场成功抢滩。为了能够在演出市场上让全国的观众看到更多“济宁造”的身影，
济宁艺术剧院也在努力构建一条从编到导再到演的“一条龙”式剧目生产线。

连连夜夜抢抢修修供供电电线线路路

历历时时五五小小时时成成功功排排除除

攻坚克难
数据准确

两位青年编导在讨论剧本。

济济宁宁中中心心城城区区启启动动抗抗旱旱保保绿绿行行动动
喷灌、漫灌等多形式错时灌溉，确保绿化苗木安全度夏

本报济宁7月17讯(记者
周惠娇 通讯员 杨阳) 受
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影响，济宁
市中心城区部分绿化苗木出
现卷叶、黄叶等受旱情况。为
了保障城区绿化安全度夏，园
林部门不间断对中心城区绿
化苗木进行抗旱浇水。截至目
前，济宁中心城区累计出动水
车35240台次、汽油水泵8540
台班，对约2700余万平米的绿
地苗木进行了有效浇灌，目前

已经基本缓解了旱情。
16日下午，洸河路与金塔

路交叉口处，两辆集水车在路
边的自备井蓄水。装满水后，
两车匀速行驶，对道路两侧绿
化苗木进行浇水灌溉。“为避
免高温时段浇水灼伤苗木，在
正常天气情况下统一调整浇
水作业时间为早上10点以前，
下午4点以后。”市园林局工作
人员杜东升说，入夏以来，浇
水时间进行调整，采取轮班作

业。同时，错开上下班高峰时
间进入城区浇水。

随后，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跟随市园林局工作人
员来到“快活林”绿地。园区内
不少市民在树荫下乘凉、休
憩。园区草坪中自动喷灌不停
作业，均匀喷洒在草坪中。“工
作人员将靠近路边的自动喷
灌设备固定住，水不会旋转喷
洒到行人，很贴心。”家住附近
的郝大爷说，他每天都来公园

乘凉，“公园里不间断浇水，不
仅树木可以充分吸收水分，我
们在公园里也感觉特别凉
快。”

除了绿地内的喷灌，公园
还采用了给水栓灌溉等多种
方式，使绿化苗木得到充分灌
溉。“目前，技术人员根据天气
情况以及不同植物特性、生长
状态，合理安排浇水，并对新
植苗木及抗旱能力差的苗木
进行重点浇灌。”市园林局广

场公园管理所副所长田辉介
绍，在人员及车辆设备方面，
增加了汽油水泵数量，启用绿
地内喷灌、滴灌、给水栓等灌
溉设施，提高浇灌效率；采用

“人休车不休”、轮流作业的方
式，延长浇灌时间、增加浇灌
频次。

据了解，本次抗旱保绿行
动已在济宁“一城五区”全面
开展，确保城市每一棵绿化苗
木都能按时喝上“解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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