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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号子吼起来 鼓子秧歌扭起来

传传统统文文化化味味儿儿充充满满1177市市展展区区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雨涵）
现代豫剧《焦裕禄》28日在济南

百花剧院进行了汇报演出。该剧
再现了焦裕禄作为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好儿子、优秀领导干部的
光辉形象，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

聊城市豫剧院排练的大型现
代豫剧《焦裕禄》，通过焦裕禄下
基层、访民情、雨夜抗洪、种树治
沙、带病坚持工作等场景，表现了
他公而忘私、一心为民，实事求
是、清正廉明，对党忠诚、敢于担
当的优秀品格。跟老伴一起前来
观看演出的郑毅君表示：“这部剧
的剧情非常好，很能够教育人。我
们年轻时就在看焦裕禄，当时就
有治沙、治碱这些剧情，现在再看
感受更深。”

现代豫剧《焦裕禄》由国家
一级演员、中国戏曲红梅大赛
金奖获得者张民扮演焦裕禄，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
级演员章兰饰演焦裕禄的妻子
徐俊雅。自7月中旬首次公演以
来，该剧已经在聊城巡演三十余
场。29日，《焦裕禄》将继续在济南
百花剧院演出。

相约文博会

8月28日—31日

·现场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二
层,是全省17市展厅的集中
地，28日上午走进这儿，时
常看到身着各式戏装的人
穿梭往来，各种腔调的戏曲
演唱此起彼伏，粗犷的渔船
号子、曼妙的柳琴小戏……
这边，艺人正在精心烙画；
那 厢 ，现 场 烤 制 驴 油 火
烧……在各市的展厅里都
能找到具有地方特色的传
统文化元素。

豫剧《焦裕禄》

在济上演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吕剧、柳琴戏、渔船号子……

你方唱罢我登场

枣庄展区最醒目的是一个
小戏台，枣庄市艺术剧院的演
员们轮番上阵，演出《拾棉花》

《回娘家》等传统小戏，家长里
短，活泼有趣。一位演员告诉记
者，柳琴戏在枣庄民间也叫“拉
魂腔”，有“拉魂腔一来，跑断了
绣鞋”的说法，形容老百姓对它
的喜爱。这次参加文博会，剧院
调动了十几个中青年骨干演
员，要让大家真切感受这种民
间戏曲的魅力。

锣鼓声响了，滨州展厅里
响起了吕剧的乡音。身着戏服
的演员现场唱得挺精彩 ,十多
个早已装扮好的小演员迫不及
待要登台。这边，日照展厅的渔
船号子也开始吼起来了，那边，
又传来鼓子秧歌的鼓点……你
方唱罢我登场，真让人有种应
接不暇的感觉。来自东营的游
客王先生说 ,“身为山东人，还
真没有看过那么多的山东民间
艺术集中展演，长了见识。”

烙画、刻瓷、剪纸……

每种技艺都现场展示

菏泽展厅里，牡丹花正在
怒放，不少观众不知花儿是真
是假，俯身闻到花香，才相信是
如假包换的真牡丹。现场艺人
创作的“假花”也巧夺天工，栩
栩如生。真假牡丹都惹人爱。正
在现场刻制牡丹瓷盘的，是菏
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马宪
荣，她说，牡丹艳而不俗，大气
雍容，但要想刻绘出它的神韵
并不容易。

来自东营河口区的高天带
来了他的剪纸作品，他告诉记
者，为了适应现代家居装饰的
需要，他的剪纸在传统的基础
上进行了创新。利津剪纸艺人

李艳红现场献艺，灵活的双手
轻握剪刀，不一会儿就剪出了
一只小兔子，吸引了不少年轻
观众。

滨州展厅里，满眼都是红
蓝白相间的布艺小老虎；临沂
展厅里，各色柳编、草编制品显
示出能工巧匠的新创意。“能集
中看到各地有特色的东西不容
易，况且能带到文博会展示的
都是精品。”前来参观文博会的
市民，都觉得最吸引人的就是
各市展区浓浓的传统文化味
道。

本组照片由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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