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城事 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李蕊 组版：李腾 校对：王秀华 今 日 运 河>>>>

戏曲、杂技等节目争着亮相市民大舞台

好好戏戏一一直直唱唱到到正正月月十十六六

本报济宁2月26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孟瑾 ) 河

南豫剧、百姓戏曲联唱……春
节期间，全市新春文化活动可
谓好戏连台。声远舞台、运河
音乐厅及市民大舞台精彩演出
轮番上演，引来众多市民前来
观看。据悉，市民大舞台好戏
将一直唱到正月十六。

从正月初二开始，济宁演
艺集团声远舞台迎来了今年春
节之后的首批观众。由河南商
丘豫剧团带来的为期4天的戏
曲系列演出，为济宁观众带来

《包青天》、《秋娘》、《王昭君》、
《花木兰》等8场传统剧目。

首场演出一开场，声远舞
台就已坐满了前来看戏的戏迷
票友，其中不少更是携家带口
前来捧场。年三十才从北京赶
回来过年的市民杨先生，则是
专门陪着自己喜欢戏曲的老父
亲前来，他说过年能让父母在
家门口听听大戏，着实满足了
父母的戏瘾。

初三下午，“市民大舞台”
的演出也在文化广场拉开帷
幕。本次活动以“共筑中国梦，

欢庆幸福年”为主题，济宁演艺
集团下属的济宁市杂技团、艺
术团、山东梆子剧院也纷纷亮
出新创作节目。

此次新春文化惠民活动仍
在继续当中，其中正月初九到
十三，每天下午2点半，正月十
四到十六每天上午10点，都将
有演出活动。除了市直业余文
化队伍、群众文化团体推出以
戏曲、曲艺、杂技等多种形式的
综合场之外，正月初八到十六
市民大舞台均将迎来济宁演艺
集团的专场演出。

本报济宁2月26日讯(记者
高雯 公素云 通讯员 周

升国 ) 在限放与环保双重影
响下，今年烟花爆竹城区消费
人群比去年缩减近一半。相反，
乡镇却成为其销售“主战场”。
据康龙烟花爆竹公司统计，今
年乡镇烟花爆竹销售量占到总
销售量的七成以上。

26日上午11点，记者在红
星东路一烟花爆竹摊点前看
到，一小时内，只有三人前来询
问但并未购买。摊前“买大赠
小”的促销牌并未吸引来太多
顾客。“市区放烟花的人少多
了，销售一直比较冷清。”摊主
说，消费人群的萎缩，让摊位间
的价格战更激烈，今年城区的
烟花生意不好做。

“市区放烟花要求多，既污
染环境也制造噪音，所以今年
只放了挂鞭炮就回老家了。”在
济宁工作的许涛说，在城区没
能放烟花，春节前就在微山老
家买了300多元的烟花爆竹，带
给村里的老乡们放了放。听着
除夕、初一，每天不绝于耳的鞭

炮声，他觉得还是农村年味儿
浓，这烟花爆竹也没少放。

康龙烟花爆竹公司经理王
林兵说，今年的烟花爆竹销售
市场的确呈现出城区大幅下
跌，乡镇担当主力的局面。“城
区烟花爆竹的需求量从去年就
在逐渐下滑，今年在去年的基
础上又下滑了一半多，消费人
群萎缩了很多。”王林兵说，限
放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使得城区
烟花爆竹的需求量大幅下滑，
相反受影响较小的村镇则占了
消费主力，根据春节前后十几
天的销量统计，村镇市场占到
总体销量的七成多。

虽然烟花爆竹销售已临近
末期，但农村的一些销售点仍
有不断补货的情况，计划元宵
前后再推销售小高峰。相比之
下，城区的销售摊点却有大批
货物积压在手，销售冷清、亏本
竞争。王林兵说，今年多数城区
摊点的销售商盈利不高，剩余
几天也很难扭转颓势，他们已
开始为城区摊点烟花爆竹的回
收做准备。

烟花爆竹城区遇冷村镇受宠

批发公司统计称，烟花爆竹七成销量在乡镇

市民将市民大舞台围得水泄不通。 本报通讯员 李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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