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艺活跃于民间， 从田间地头、
地摊茶社，到登上大舞台、走进广播
电视，再到如今接入互联网，随着时
代变化，进入不同的生活空间。近 500
种曲艺形式，共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
文化血脉，丰富着当代国人的精神世
界。

2 月 25 日至 27 日，2025 年全国
曲协工作会在江西南昌举行，会上专
家、学者共谋曲艺和曲协工作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近年来，曲艺界始终将‘守正 ’
作为立身之本。 无论是河南坠子、评
书、 快板等传统曲种的传承保护，还
是豫味相声对中原方言、民俗文化的
深度挖掘，都彰显了曲艺人对中华文
化根脉的敬畏之心。 ”中国曲协副主
席范军说。

然而，在数字智能日新月异的时
代，文艺创作、生产、消费与传播的模
式发生深刻改变，文艺业态和发展模
式、 从业者队伍都产生了结构性变
化，观众审美也在不断升级迭代。 面

对新的媒介变革和创作环境，不少曲
艺形式一度出现传承不力和发展乏

力的困境。 观众流失、市场不佳、专业
人才缺乏……传统曲艺如何破局？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
名表示：“要立足曲艺谈曲艺，也要跳
出曲艺看曲艺。 新时代曲艺工作者要
从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高度，
从世界、历史、时代、人民的四维视角
中，审视这门艺术的发展。 这需要我
们善于自省、勇于自新，在曲艺发展
的‘常’与‘变’中找准坐标方位。 ”

“守正之 ‘守 ’是根本 ，创新之
‘新’是趋势、是关键。 ”中国曲协分党
组成员、秘书长黄群说，创新仍将是
曲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紧跟时代步
伐是曲艺精品创作的重要原则，“曲
艺创作如果画地为牢，就会使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空洞的口

号”。
近日，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

海》取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也为
曲艺发展提供诸多启示。 中国曲协副

主席张旭东认为：“曲艺要不断创新
探索，融合多样元素，尝试将不同艺
术形式的元素融入曲艺创作之中，充
分发挥说唱艺术的特征，创造出新颖
的艺术效果，并大胆运用高科技和现
代技术手段丰富、优化作品呈现。 《哪
吒之魔童闹海》是 140 多家公司历时
多年共同完成的中国电影史上的爆

款，中国曲艺也需要这样的格局和爆
款。 ”

“强化互联网思维 ，加强 ‘互联
网+曲艺’建设，推进网络媒介在曲协
工作中的运用，加大重大活动、精品
节目、 优秀人才网络宣传推广力度，
积极开展网络曲艺创作，探索曲艺和
科技融合发展的有效机制。 ”中国曲
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杨发航表
示，“除此之外，曲艺界在传承弘扬中
华曲艺之美上、在营造行业发展优良
环境上、 在提升中华曲艺传播能力
上、在激发内生动力凝聚系统合力上
都还要下很深的功夫。 ”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曲艺工作

者也在识变应变，努力探索出一条新
路。 如获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
《花二侯卖花》（南通说唱），敏锐捕捉
时代脉搏，将网络热词、社会现象融
入作品，以“南通童子戏”为底色，讲
述新时代的创业故事，既保留了地方
特色，又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无论是从书场到剧场 ，还是从
大屏到小屏，曲艺艺术的每一次蝶变
都印证着：唯有与时代同频，才能与
人民共振。 ”中国曲协主席冯巩表示，
“作为曲艺工作者， 我们要充分尊重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
更多的笔触聚焦人民，把更多的说唱
奉献人民， 把更多的舞台交给人民，
多刻画基层的先进典型，多展示一线
的普通劳动者，用曲艺的方式积极助
力新大众文艺建设。 同时，还要适应
传播格局及其方式变化， 扎根传统，
大胆探索， 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
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推动新时

代曲艺事业不断创新发展。 ”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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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人民检察院 2024 年工作亮点纷呈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陈
庆豪） 3 月 5 日，记者了解到，在刚
刚闭幕的郸城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郸城县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陆智明在作
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亮出的出彩成绩

单，受到与会代表广泛赞誉。
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 持续

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发展。 郸城县
人民检察院 2024 年受理审查逮捕
729 件 1170 人，批准逮捕 627 人，不
捕 542 人 ， 受理审查起诉 1141 件
2063人，提起公诉 1594 人，不诉 375
人，连续 3 年获评全省、全市先进基
层检察院， 进入全省检察机关百院
提升工程第一方阵。 深入实施大数
据战略， 大数据监督模型应用数进
入全国前 100 名， 自研的两个监督
模型入围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模型

库，入选最高检“基于多源卫星遥感

的检察公益诉讼在线辅助办案关键

技术研究”应用示范单位。
聚焦主动融入服务大局， 持续

以法治之力维护社会稳定。 该院出
台《关于服务保障周口国家农高区
建设的意见》，扎实开展耕地保护、
涉农资案件专项监督，有力服务周
口国家农高区和郸城农业强县建

设。 深入开展“化解矛盾风险 维护
社会稳定 ”专项治理 ，加强风险源
头防控和矛盾纠纷化解，全力保障
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扎实推
进“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印发护企
宣传册， 深入企业进行调查走访、
普法宣传，监督公安机关对 7 起涉
企“挂案”进行清理，让企业摆脱诉
累轻装上阵。

聚焦司法为民理念， 释放检察
生产力强化法治产品供给。 该院扎
实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严厉

打击制售有毒有害食品、 假药劣药
等犯罪， 诉请惩罚性赔偿 200 余万
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53件群众来信来访全部做到 “件件
有回复”。 依托“专门学校”建立“检
察官联络办公室”，打造“丹青”未检
工作品牌， 精准化开展涉罪未成年
人教育矫治，助力 51 名未成年人无
障碍、无痕化回归社会。

聚焦基层基础建设， 持续培养
高素质检察队伍后备力量。 该院深
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群腐集中整
治 ，配合做好市委巡察 、经责审计
等工作，促推全体干警进一步增强
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 以“领航
计划———青年干警成长工程 ”为具
体抓手，注重抓好“选、育、用”三个
环节 ，开展 “教 、学 、练 、战 ”一体化
岗位练兵 ，建立 “老带新 ”“长期跟
踪培养”“动态人才档案”等工作机

制 ， 为干警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
件。 两名干警被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表彰为全省检察机关表现突出个

人 ， 两人荣获全市检察机关首届
“检察长特别贡献奖”。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确保检察
权在阳光下运行。 该院自觉接受监
督， 常态化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检察办案
活动 116 件 232 人次。 深化检务公
开， 全年发布各类信息 500 余篇 ，
337 篇信息被市级以上媒体选用，获
评全国检察机关全媒体生产传播工

作成绩突出单位。
陆智明表示，2025 年，郸城县人

民检察院将持续树牢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理念，坚持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为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郸城篇章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②27

凝聚社会力量 共筑生态安全屏障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陈
吴陆 王坤 王楠） 为提升群众对野
生动植物保护的认知， 凝聚社会力
量共筑生态安全屏障，3 月 3 日，郸
城县自然资源局以 “加大物种保护
投入力度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
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该局工作人员通过

设置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
科普资料等形式， 向群众普及野生
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及生态价值。
他们结合典型案例， 重点讲解非法
猎捕、 交易野生动物及破坏野生植
物资源的法律后果， 呼吁群众自觉
抵制违法行为。他们还设立咨询台，
解答群众疑问， 通过互动问答提高

宣传的趣味性 ， 吸引大量群众参
与。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郸城县持续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工

作，通过完善监测体系、加强执法巡
查、推进栖息地修复等举措，有效维
护了县域生物多样性。 他们通过举
办此次宣传活动， 不仅增强了群众

的环保意识， 还为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态郸城奠定了坚实基

础。
据统计，活动期间，该局工作人

员发放宣传手册、倡议书等 2000 余
份，接受群众咨询 300 余人次，营造
了全民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良好

氛围。 ②27

遗失声明
������●中国共产党项城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 （组织机关代码 ：
11411781K2564558OP ）不慎丢失
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国银
行项城支行开立的开户许可证

（编 码 ：4910 -02215767 ） ， 声 明
作废 。

2025 年 3 月 6 日

●商水县胡吉镇闫庄村一组
的 夏 娜 娜 （ 身 份 证 号 ：
41272319******6428） 不 慎 丢 失
准迁证（迁出地：湖南省桑植县上
河溪乡上河溪村棒竹溪组，迁出日
期：2011年 8 月 1日）， 准迁证号：
2184963，声明作废。

2025 年 3 月 6 日

公 告
������2021 年 1 月 1 日至今， 部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因交通事故和
交通违章，长期停放在金信停车场。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请
当事人持相关证件到业务室办理手续后领取停放的车辆， 逾期将
予以处理。

周口市金信车辆服务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6 日

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意外地成
了王彬彬《废墟与狗》这本散文集创
作的契机。 打开本书，读者仿佛跟随
作者一起，时而沉浸在过往真实的场
景之中， 时而触碰到人性幽暗的角
落。 无论是现实中的废墟与狗，还是
记忆中的人物群像，书中的每一处描
写都承载着作者对生活的思考与深

情厚谊。 在与作者同行的这趟旅程
中，我们遇到了多情的结根、可爱的
老张、刚直的老吴等典型人物，字里
行间的回环与呼应恰到好处地铺展，
言语的幽默与思想的启蒙悄然而至，
给读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触动与思

索。
在书中， 作者回想起诸多往事。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珍贵的猪肉
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用来招待宾客，
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在特殊情况下
甚至被视作一味良药，用来补充人体
所需的油水。痰盂曾是富裕人家的象
征，普通公社人员甚至不知道痰盂为
何物。极其节俭的吴老汉只因痰盂上
有喜字，便误以为是好物件，买回来
在儿子相亲时盛菜使用，结果引起女
方反感，适得其反，亲事没能促成，儿
子也因此郁郁寡欢，一家人的生活从
此每况愈下。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物
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像痰盂这样的物
件早已消失在人们的生活里，成为历
史的遗物。

作者的散文引领读者踏上了一

段与他并肩同行的旅程。在这段旅途
中， 我们邂逅了一系列在 1970 年代
背景下充满个性色彩的人物，有的令
人敬仰，有的令人憎恶，有的令人可
怜。 在时代的波澜中，这些人物的命
运与鲜明的个性特征交织，展现出复
杂多变的情感世界，深深烙印在读者
的心中，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如脾气
暴躁、威风凛凛的生产队队长；为了
孩子前途可以讨好巴结同学，却仍保
有分寸的父亲等等。 贯穿全文的是
“我”的成长与心态变化，作者勾勒出

一个不断被时代与环境影响的个体

形象。 从那个因为受伤而想借机吃
肉的五六岁小孩，到十多岁时常因父
亲与队长的紧张关系而遭到队长欺

负的少年，再到高中时期羡慕同学拥
有蚊帐、 自行车和漂亮衣服的学生，
“我” 的人生轨迹中充满了对物质与
身份的渴望。

居家隔离结束后，作者毅然迈出
小区后门，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人们垦
荒种地的身影。 这些人都是小区的
住户，其中大多是跟随子女进城但内
心离不开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劳动并
非为了收益， 而是出于对土地的痴
情。 这种对土地的依恋是他们无法
割舍的与自然之间的情感纽带和传

统，亦是如今六七十岁一代人身上的
绝响。 土地不仅是生存的基础，更是
生命的寄托，是他们与自然世界之间
的深厚联系。 通过与土地的互动，既
锻炼了身体，又让他们重获了内心的
清静。 然而，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共鸣
并非所有人都能维系。随着作者的脚
步继续深入，他从小区的后门走向山
野，逐步进入了村庄集体搬迁后留下
的一片废墟。在这片无人问津的土地
上，作者遇见了一群被人们集体遗弃
的狗。 正如作者所观察到的，狗对人
的依赖是它们与人类之间建立联系

的基础，但这种依赖的另一面却往往
导致它们被抛弃。 曾经忠诚于人的
狗，如今只能在荒废的土地上自生自
灭，却依然对人类抱有某种依赖与期
待。 这种情感关系与责任的破裂，引
发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人
类不仅对待动物如此，对待自己亲近
的人有时也同样有着背弃的习惯。作
者通过这段经历，揭示了自然与人心
之间那种复杂的共鸣关系，反映了人
类与自然的双重面貌：一方面是对自
然的深切依恋， 另一方面则是背弃。
这种对自然与情感的忽视，使得人与
自然的共鸣变得愈发脆弱，人与人的
关系也因此更加疏离。然而自然中的
一切，无论是土地、动物还是人类，彼
此之间都有一种深刻的联系，而这份
联系，恰恰需要人类去重新发现和珍
惜。

作者用繁复而绵密的细节，编织
出一张现实与记忆交织的网，书中的
人物犹如一颗颗饱经岁月打磨的珍

珠，镶嵌在这张网中，散发出各自独
特的光泽。作者以沉稳且富有启蒙意
味的目光，凝视着那些珍珠，将他们
的命运与内心的挣扎展现出来。正是
这份真实与深刻，吸引着读者踏上与
作者同行的旅程，去探索充满情感冲
突与复杂人性的世界，感受时代浪潮
中人性的挣扎与回归。

（摘自《中华读书报》）

凝视那些珍珠
□何玮玮

文化漫谈 书林撷英

曲艺如何在“常”与“变”中走出新路
□朱蒂尼

跟着电影去旅行！ 哈尔滨开启文旅融合新玩法

������“作为《哪吒 2》的忠实粉丝，我这
次已经是‘三刷’了，没想到拿着电影
票根到景区还能打折，这个活动太有
创意了。 ”连日来，哈尔滨市开展的
“跟着电影去旅行”活动受到欢迎，市
民李红梅计划和家人“错峰旅游”。

随着冰雪季进入尾声，哈尔滨文
旅市场开启“春日”模式。 哈尔滨市委
宣传部文艺处二级调研员高莉峰说，
通过政企联动，全市各大影城与极地
公园、伏尔加庄园、世界欢乐城等多
家文旅企业联合推出 “电影票根+景
区门票”互惠折扣，也就是持电影票
根可享景区门票最低 3 折的购票优
惠，为春季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自春节档以来，拥有超大 IMAX
GT 激光银幕的哈东万达影城， 成为
不少影迷的打卡地。 “电影体验很棒，
活动更是贴心，我打算拿着票根去伏
尔加庄园转一转，感受异国城堡的魅
力。 ”山东青岛游客庞凯麟说，“花式”
促销活动对外地游客很有吸引力，为
“尔滨”的创意点赞。

“好点子” 正在激发文旅企业积
极性。 哈尔滨世界欢乐城深入挖掘地
域文化， 打造两部全息实景舞台剧
《印象·哈尔滨》 《欢乐之心》； 极地
公园 2 月推出 《哪吒 2》 电影票根+
海洋馆门票 5 折、 企鹅馆 3 折等优
惠活动， 3 月打造女性半价月活动；

从 3 月 1 日起 ， 在波塞冬旅游度假
区， 游客持 《哪吒 2》 电影票根， 可
5 折购买海底世界月卡 ， 30 天内无
限次畅玩。

“不管是本地市民， 还是外地游
客都从中受益。2025 年春节档电影上
映以来，影城客流同比提升 177%。 ”
哈尔滨万达影城城市市场主管许睿

文说，这一活动为影城和景区牵线搭
桥，能够引导更多游客从影院走向景
区 ，实现 “银幕热 ”与旅游热双向赋
能。

活动期间， 非遗技艺走进影城，
进一步丰富游客观影体验。 拓彩冰雪
画是“冰城”冰雪文化的一个符号，黑

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冰雪雕技艺传承人张伟洪制作了《哪
吒 2》主题的拓彩冰雪画。 在他看来，
游客在观影之余可体验拓印互动，相
关文创产品 5 折售卖，“影视+非遗”
新模式让人眼前一亮。

2025 年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
新动能。 黑龙江省文旅厅副厅长蒋兴
成说，聚焦这一目标，全省将凝聚多
方力量， 常态化开展文旅促消费活
动，通过跟着演出、赛事、影视、文学、
非遗去旅行等多样形式，支持新型文
旅融合业态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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