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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务村评剧团要连唱4天

当记者走进永乐店镇大务村剧场后台
时，首先见到了这样一位“包公”——身高将
近1米9，穿着蟒袍戏服，脸上已经涂黑、还
挂着半米多长的胡须，不怒自威。可再细看
看这位演员的面庞，额头、眼角都是深深的
皱纹，厚厚的油彩都挡不住岁月的痕迹。

“我今年 73岁，唱了 60年评剧。”这位
“包公”名叫陆金安，是评剧团的“名角
儿”，也是村里的农业“老把式”。他说，评
剧在村里已经唱响百年，几乎每家每户都
有人参加过剧团。现在剧团规模50多人，
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演员们都来自本
村或者附近村子，平时种地、做饭、看孩
子，有排练或者演出了就赶来唱一出，不
图挣钱，全凭热爱。

“我姨、我妈都是剧团的老演员，这
不，表姐和我传承了好嗓子，从小就唱。”
马合庄村的梁颖今年53岁，她还记得小时
候，演员们经常在拖拉机后斗子里唱，逢
年过节，得连唱好几天呢。10多年前，大
务村建起了剧场，总共有400多个座位，每
逢演出，过道里都挤满了人，“今年肯定也
一样火爆！”

大务村地处京津交界地带，因此剧团
里还有不少来自天津武清的演员、乐师，

“几十年前，剧团的第一批艺术骨干，都是

武清小王庄村高岚田老师教的评戏，这也
是一种传承。”剧团团长邢振海说，今年春
节期间，农历初六到初九，剧团会在大务
村连演4天，欢迎市民到村里免费看戏。

大幕拉开，板胡司鼓清亮高昂，演员
低吟浅唱……彩排过程中，台下有位小姑
娘目不转睛，不时还能跟着唱两句。她叫
程金洪，今年 9 岁，是剧团音响师的外孙
女，平时在城里住，假期回村。邢振海
说，去年村里成立了评剧培训班，已经有
了 40 多位学员，今年要吸收更多小朋友
加入进来。

张庄龙灯将遨游千年运河畔

千年大运河，蜿蜒在通州腹地，沿线
很多村庄迎新春的习俗也都和运河相
关。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漷县镇张庄村“运河龙灯
会”。表演时，随着鼓点，2条雄伟矫健的
18米蓝龙紧紧跟随龙珠，时而腾空、时而
翻滚，柔美舒展，直冲云端。这项古老技
艺最早可以追溯到1834年，也就是清道光
十四年。

“时间定了！初三下午、初五上午，咱
去通州运河文化广场表演。”当记者在张
庄村找到“运河龙灯会”非遗传承人谢兆
亮时，他正握着手机，在微信群里给村民
演员们发通知。过完年已经 59 岁的谢

兆亮，爷爷、太爷都是早年间舞龙会里的
骨干。

“其实我更希望市民朋友们来村里看
舞龙。”放下手机，谢兆亮说，初一上午，队
员们会穿戴整齐，引着 2条巨龙围着张庄
村转好几圈，得持续 2个小时。哪家村民
要是希望巨龙在自家门口或者院子里多

“飞”一会儿，可以支张小茶桌，摆上饮料、
点心，队员们一看就明白，龙珠会指引巨
龙“飞”进家门。这是已经在张庄村传承
近200年的习俗。

游客来到张庄村，除了现场看舞龙，还
可以免费参观大运河龙灯文化博物馆。位
置很好找，就在村委会后院。博物馆面积
虽然不大，但布置得相当精致——大门是
原木色，透着古朴；抬头看，2条已经 40多
年历史的18米“巨龙”高挂房顶；再往里走，
展柜里是清代龙灯会文契、民国龙灯对瓶、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龙灯照片，旁边还摆着
舞龙会表演用的2条方口“巨龙”……游客
来到这里，还可以购买抱枕、手工、鼠标垫
等运河龙灯文创产品留作纪念。

里二泗小车会扭出浓浓年味

上周，不少去台湖演亦市集置办年货
的市民，亲眼目睹了通州区级非遗——张
家湾镇里二泗村民间小车会的魅力。锣
鼓声中，坐车娘娘、公子、账房先生等20余

个角色，载歌载舞地表演推车赶路、上山
过桥，甚至还有车轮发生故障、演员突然
摔倒等预先设计好的“喜剧情节”，让观众
在欢乐中感受浓浓年味。

这项非遗至今已传承200余年。演员
们基本都来自里二泗村，平日里是司机、
工人、医生、农民，不全都在村里住……逢
年过节，表演“集结号”一吹响，他们就从
市里、区里回村，在表演中感受家乡过节
的那份欢喜，还经常受邀到其他镇进行表
演。“我们村的小车会，全通州都数得着。
不少演员都是全家总动员呢。”算命先生
的扮演者、小车会的组织者韩德成说，自
己爱人是小车会的乐师，弟弟韩德祥则男
扮女装饰演一位老太太。

跟随锣鼓的节奏，演员们又蹦又跳，
短短 20分钟，饰演丑角“膏药”的刘学成，
额头就出了汗。然而，整个队伍里最辛苦
的，却是那位看似在小车中“休息”的坐车
娘娘。这位演员名叫王艳芬，40多斤的小
车通过绑带挂在她的腰间，车队行进时，
她得根据节奏让小车左右扭起来，上身还
必须平稳放松，神态更是要端庄自若。

今年春节假期，里二泗村民间小车会将
在运河文化广场、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
区轮番上演。年三十下午和正月初一下午，
队员们还将分别到上店村和里二泗村进行
走街表演，让乡亲们在传统民俗中感受浓浓
年味儿。

很多乡村拿出看家本领邀八方来客

副中心乡村春节好戏连台年味儿浓
本报记者 陈强

春节临近春节临近，，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市民们逛市集市民们逛市集、、赏民俗赏民俗、、购年货购年货，，年味越来越浓年味越来越浓。。今年春节期间今年春节期间，，副中心很多乡副中心很多乡
村也将拿出村也将拿出““看家本领看家本领””，，用传统表演诚邀八方来客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用传统表演诚邀八方来客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旧书新知，浸润新年书香

逛庙会、品书味，在热闹非凡的庙会
中感受阅读的魅力，将为市民带来新鲜的
体验。

春节期间，地坛新春庙会开展“旧书
新知潮新春”活动，活动设置旧书展销摊
位，包含文化沙龙、名家签售等公益活
动。八大处公园举办的第十一届八大处
新春文化庙会，设置“旧书新知”古旧书展
区，展销上万本经典连环画、上千张黑胶
唱片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创商品，唤起“老
北京的记忆”。厂甸庙会的“旧书新知·乐
淘旧书”活动，万余种古旧图书在中国书
店琉璃厂店展卖，涵盖人文北京、中外文
学、历史资料、中医保健等图书品类。大
观园庙会将举办“旧书新知·阅约正月”系
列文化活动，红楼梦特色评书联播、木板
年画、活字印刷等不同主题的活动，带领
市民朋友品读红楼梦，畅游大观园。

热闹的不止庙会，还有人头攒动的市
集。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王府井
书香市集，是以图书为主题的年货大集，

王府井书店将联动中国书店、外文书店等
举办“旧书新知”为主题的各色展销活动；
还有每周六、日都会与爱书人相见的潘家
园旧书市集，春节期间不打烊，淘旧书、过
佳节，换种方式打开龙年新春。

同时，“旧书新知”系列活动还将通过旧
书交换、旧书捐赠、旧书沙龙、旧书专题展等
模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古旧书籍中流
传，在交流与互鉴中焕发崭新的生命力。

特色活动，温暖除夕之夜

年味不仅是美食与烟火，还可以是诗
和远方。

除夕当天，北京图书大厦营业时间将
延长至凌晨1点，店内举办写福字、贴春联、
猜灯谜，投壶等传统文化活动，陪伴爱书人
共度“难忘今宵”。王府井书店营业时间将
延长至全天24小时，书店工作人员将和读
者一起看春晚、吃饺子，在22点、23点和24
点的整点时分，王府井书店还将开展“悦动

‘金’彩·幸福降临”活动，购书满99元的读
者，可以参与砸金蛋活动，获得一份属于自
己的新春贺礼。此外，凡是除夕当天来中

国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古籍书店店内消费的
读者，都将获赠红包一个、福字一张。

供给多元，传承民俗文化

春节期间，北京实体书店准备了形式
多样的有关春节习俗的阅读文化活动，带
领市民群众体验多彩民俗，共享阅读之乐。

中国书店四宝堂店的“龙章凤姿·天
质自然”活动，以写“福”字的形式，讲述书
法文化继承与发展演变的历程；亚运村图
书大厦春节期间开展写春联、送福字活
动，现场挥毫泼墨，还有对诗词、做灯笼、
猜灯谜等互动体验活动，引导市民感悟中
华民族内涵丰富的春节习俗和质朴深沉
的家国情怀。

王府井书店将举办“璀璨非遗·‘龙’
重登场”主题系列活动之“指尖乾坤”——
剪纸。活动特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郑蝴蝶，为读者讲述剪纸的
历史文化，并制作剪纸作品，让广大市民
近距离感受中国民间艺术特色之美。同
时，在“龙腾华夏·轻拢书香”主题书花展
中，王府井书店在店内各楼层推出以“龙”

“福”“灯笼”为元素的书花，同时陈列《中
国人的规矩》《讲给孩子的中国传统节日》

《消寒图》等传统文化类主题图书，加深读
者对民俗文化的认知，了解中华民族丰富
多彩的民俗画卷。

惠民不断，尽享优惠“折上折”

今年春节，北京市新华书店组织旗下
特色活动门店开展书香惠民活动。2月10
日至 17 日，读者可在活动参与门店购买
指定图书、文创产品享受不同折扣优惠，
让市民在新春佳节享受到书香惠民的满
满诚意。雍和书庭、北京图书大厦等多
家书店纷纷推出满减代金券、全场折扣、
购书礼包等惠民活动，打出利民惠民的优
惠“折上折”，满足广大市民群众阅读购书
需求。

在创新消费上，今年新增了新春书店
打卡、“龙年”主题集章、“进群好礼”等全
新玩法，通过打造适应当下年轻人的消费
场景，推动阅读深入“Z世代”，惠及各个年
龄层次的读者，不断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
和幸福感。

近千场阅读文化活动丰富假期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路艳霞

随着龙年春节的脚步渐近，北京市新春系列阅读文化活动精彩启幕。春节期间，全市共有500多家实体书店对市民开放，
北京实体书店全力增加阅读文化活动供给，线上线下齐发力，将开展包括“旧书新知”系列活动、春节特色活动、民俗文化活动、
惠民文化活动等不同类型的活动近千场，丰富广大市民的假期文化生活，营造书香萦绕、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来自四川的薛建平是中铁建设北京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焊工组
的组长，工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
薛。今年 50 岁的薛建平已经是一名从
业 25 年的老焊工，北京朝阳站、昆明南
站、黄山站等 7 座国内高铁站房都曾留
下过他的足迹。

一直以来，焊工都是工程上对技艺
要求最高的工种之一，对于新时代的高
铁站房更是如此，焊工师傅们都有一颗
追求卓越的匠心。老薛就是其中一位，
一本又一本在站房工程中收获的荣誉
证 书 和 奖 章 是 这 些 年 他 收 藏 的“ 宝

贝”。春节前夕，由于在节点冲刺阶段
的优秀表现，他和团队刚刚获得“劳动
竞赛技能优秀队伍”称号的证书，他兴
奋地向记者展示了荣誉相册，整整 26项
荣誉，在这些证书中，对他意义最大的，
就是第一本和刚刚获得的这一本，第一
本是他个人首次获得个人荣誉，而刚刚
获得的这本是他带领团队首次收获集
体荣誉。

2023年 10月，副中心站枢纽工程正
式进入站台层和进站层同步施工阶段，
到现在主站房站台层全面完工，钢管
柱、钢结构焊接量极大，在枢纽工程最

大的采光井，焊工师傅们需要在 30多米
的高空保证每次焊接都要一次成型，不
能出现任何差错，每一个焊缝的处理都
要精益求精。赶上北方冬季施工，对他
们“考验重重”，眼前火花四溅，身体还
要受到低温的影响，在这种“冰”与“火”
的较量面前，老薛带领队伍顶住了压
力，队伍一次次刷新纪录，连续三个月，
完成的焊接重量超过 2000吨，保证了节
点的“如期而至”。

随着枢纽工程站房核心区主体结
构站台层节点的完工，老薛也可以安心
回家过年，即将踏上返乡的火车。在中

国还未迈入高铁时代时，老薛曾深深感
受到春节入蜀回乡时的“蜀道难”，乘坐
大巴车回家，路上翻山越岭、一路颠簸，
要是赶上雨雪天，在路上堵个十几个小
时也是常事，正是因为归途的艰辛，有
好几年，老薛都错过了春节和家人团聚
的机会。

现在，国内八纵八横铁路网四通八
达，许多城市都建起了属于自己“名片”
的高铁站房，在外辛勤工作的劳动者们
在节日与家人团聚越来越便捷。“坐高铁
7个小时就能到家，这也算是享受了自己
的劳动果实。”老薛说。

老薛的第26本证书
本报记者 金耀飞

线下活动陆续绽放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关于龙年
都有哪些经典故事、有趣传说吗？
2 月 10 日（正月初一）14：00-15：
30，少年儿童馆将带来“龙年送吉
祥、幸福来敲门”活动。本次活动，
城市图书馆的老师会带领大家一
起感受专属于龙年的幸福时刻，让
大家在故事声中享快乐、成语接龙
赢奖品、挂饰手作DIY，一起争做
少年儿童馆中的幸运小读者。

2月 11日（正月初二）14：00-
14：45，少年儿童馆会带来“绘本
里的春节——读绘本、画春节”活
动。小读者们可通过春节主题绘
本的导读，了解春节的来历、民
俗，并通过自己对春节的认知，画
出自己眼中的春节，完成一幅与
春节有关作品的小读者，还能获
得一份新年礼物。

少年儿童馆有哪些“宝贝”图
书？小读者们心中最喜爱的图书
是什么样的？“神奇图书在哪里”
活动将在 2 月 12 日（正月初三）
14：00-14：45 与小读者见面。小
读者们可以一起探索少年儿童图
书馆的图书宝藏，发现获得国际
图书大奖的优秀图书，分享各自
的图书故事，一起寻找那一本属
于你的神奇图书。

知识成就梦想、科技引领未
来。在 2 月 14 日（正月初五）14：
00-14：45，“智慧阅读奇探索、快
乐科普迎新春”将带着小朋友们
学习图书馆里藏着的科学知识。
本次活动中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快
乐阅读、互动体验、有奖问答、手
工制作。大家在智慧化阅读中探
索奇妙的知识世界，在愉悦的科
普活动中感受新春好光景。

北京皮影是中华文明的瑰
宝，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2月 15日（正月初六）14：00-
16：00，少年儿童馆会开启“动漫
声中看皮影、隔帐画里诉千秋”活
动。这一次，皮影中的知识与故
事不会藏在古籍图书中，而是来
到同学们身边。活动中，同学们
可以听故事、看动漫、了解北京皮
影戏基本知识，还能跟随北京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戏”代表
性传承人、北京皮影剧团团长、国
家一级演员、中国木偶皮影学会
理事、北京市艺术家协会会员路
宝刚一起，共同探究流传百年的
神奇皮影世界。

凝眸处乾坤颠倒，谈笑间斗
转星移。中国古彩戏法历史久
远，其出神入化的巧妙手法，从无
到有、平中求奇，彰显着人类智慧
与创造的力量。手掌一挥便可见
活鱼跃动在鱼缸之中，寓意“年年
有余”；袖袍一抖插有三支戟的大
瓷瓶骤然出现在眼前，俗称“平生
三级”……2 月 16 日（正月初七）
14：00-16：00，在“千变万化的古
彩戏法”活动中，穆派戏法第四代
代表性传承人、北京学明艺术团
团长田学明还将带小读者们近距
离感受古彩戏法的千变万化，体
验我国传统文化艺术魅力。

在今年春节期间，少年儿童
馆还会为家长与孩子们带来一系
列精彩放映活动，放映影片包括

《地球生命大冒险》（4D影片）《快
乐的大脚 2》《寒武秘境》（4D 影
片）《神奇一家》等。

线上活动集体登场

与此同时，“摇篮书香大礼
包”线上申请活动也将持续开展。
本活动主要通过向新生儿家长发
放“摇篮书香大礼包”的形式，为新
生儿订制人生的第一张读者证，把
少儿馆丰富的文献资源和数字资
源推荐给他们。据介绍，“摇篮书
香大礼包”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张新
生儿新馆读者订制卡；一份婴幼儿
读物推荐书目；一套青少年数字资
源推荐书签；一份纸质婴幼儿读
物。这一活动针对对象为2023年
12月及以后出生且未满一周岁的
婴儿及其家长。

伴随着金龙腾跃贺新春，在
大家喜迎春节假期的时候，网络
智力大挑战春节打卡活动也将进
行。春节期间从正月初一至正月
初八，连续八天首图每天都会在
线上推出一道新题目，等你前来
参与挑战。累计打卡八天并答对
所有题目的小读者将获得一份首
图纪念版大奖。

本期活动将持续八天，在答
题闯关的同时，你还可以观看精
彩有趣的动漫短片并与动画片中
主人公一起漫游北京胡同，领略
北京胡同风光。北京的胡同各具
特色，充满了历史和人文气息，让
大家一起探寻胡同文化的历史起
源，感受北京胡同的历史韵味与
独特魅力，领略胡同之美，感受北
京之美，一起度过一个有意思的
春节，并赢取属于你的专属大奖。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农历
新年钟声渐近，2 月 11 日大年初
二，北京艺术中心将开启“甲辰龙
年新春艺术周”，奉上22场新春活
动，喜迎八方来客，共赴文化盛
宴，同度新春佳节。

届时，北京艺术中心将推出四
大主题艺术活动：“国粹经典——
戏曲主题工作坊”，兼具知识普
及、唱段欣赏与手工体验；“乐舞
新春——圆舞曲艺术沙龙”，用音
乐的悠扬韵律与舞蹈的翩然步姿
共同诠释圆舞曲的艺术魅力；“齐
乐龙龙——亲子打击乐趣味互
动”，探秘“万物皆可敲”的创意打
击乐；十二场公益性质的公共空
间演出将带观众领略艺术的丰富
与精彩。

“京”彩迎新，共赏国粹。春
节看戏习俗由来已久，京剧中演
绎的故事也生动展现了先民的生
活方式、人情风尚、民俗信仰、审
美情趣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北京
艺术中心结合大年初四、初五上
演的京剧演出，特别策划了连续
两日共八场寓教于乐的戏曲主题
工作坊，活动分设画、赏、学、扮四
个主题环节，绘脸谱、制头饰、鉴
名段、聆京韵、知文化、习身段、着
戏服、扮戏妆。现场还将呈现雕
塑《同光十三绝》，京剧服装与道
具展台展示，带领观众参与浸润
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探索之

旅。其中，“绘脸谱制头饰”板块
定位为亲子家庭活动，参与观众
将在专业团队的带领下亲手制作
京剧相关衍生品，活动将邀请青
年京剧演员刘静菲、刘鑫扬，雕塑
家程波一同参与。

2 月 14 日，“乐舞新春——圆
舞曲艺术沙龙”将邀请列宁格勒
州国立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以及青
年国标舞蹈家来到现场，用音乐
和舞蹈共同诠释圆舞曲的悠扬韵
律与翩然步姿，为观众深入解读
乐舞背后历久弥新的艺术知识与
文化内涵。

“齐乐龙龙——亲子打击乐
趣味互动”活动将邀请 2 月 16 日
和17日演出“冬日童话之旅”创意
亲子音乐会《敲开心》的艺术家
们，与小朋友分享打击乐的乐趣，
共同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创意打
击乐工作坊。现场，孩子们有机
会亲自上手体验多种打击乐器，
学到基础乐理韵律和节奏知识，
自主探索打击乐器背后隐藏的丰
富内涵及神奇的发声原理，发现

“万物皆可敲”的奇妙。
此外，新春佳节期间，北京艺

术中心将为广大市民奉上十二场
丰富多彩、惠民公益性质的“公共
空间演出”。涵盖弦乐四重奏、萨
克斯四重奏、古筝重奏以及民乐
合奏等多种形式，将满足不同观
众群体的文化需求。

皮影古彩戏法4D影片全准备好了

“魔法图书馆”期待小朋友
本报记者 赵鹏

听故事、看皮影、感受古彩戏法、欣赏4D影片……伴随着龙腾
虎跃迎新春，记者昨天获悉，龙年春节期间城市图书馆少年儿童馆
一系列新春活动正静待家长与孩子们的到来，共同在“魔法图书
馆”里过大年。

“梦幻剧院”22场活动特别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