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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嫡传， 名师精
制，正宗开封灌汤包：薄
皮亮馅，汤浓馅鲜，晶莹
剔透，香而不腻。

地址： 市黄河路与
开州路交叉口北 400 米
路西

订餐电话：
0393-8575557

6678456
加盟热线：
13333934666

一碗小面， 一个故
事！ 八种面食，麻辣、菌
汤、茄汁、青山绿水品种
丰富；特色炒菜、时令凉
菜每日翻新！ 尤其是镇
店之宝红烧大鲤鱼 ，仅
售 18 元，味美价廉！

人生得意来碗面 ，
良心餐饮不欺骗！

地址：
市黄河路与开州路

交叉口环岛西 50 米路
南

订餐电话：
0393-7777711
13939325944

小面故事
面 馆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郑州大学
�网络教育本科、专科

限额招生

经省教育厅批准，国
家教育部备案 ，国家 “双
一流 ” 重点大学西南大
学 、重庆大学 、郑州大学
自 2002 年起相继在濮阳
市图书馆设立网络教育

学习中心。 16 年来，已招
生 30 余届，毕业逾万人。
2018 年春季正在招生 。
限额招生， 报满即停，欲
报从速！

●本科、 专科学历，
重点大学毕业证可用于

晋级、评职称、考研、报考
国家公务员等。

●各类热门、冷门专
业 60 余个。

●不脱岗， 质量高，
两年半毕业。

●随时上网即听教
授讲课，十分适合在职人
员深造。

●本学习中心连续
15 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
中心”， 是四大金牌学习
中心之一，服务一流。

报名手续：携带毕业
证、身份证原件。

报名地点：市开州南
路濮阳市图书馆（老）

电话：
0393-4415119

4433498

濮阳第一包子楼

本报仅对广告进

行形式审查，以上广告
所产生的后果由刊登

广告者本人 （单位）承
担。

声 明
▲濮阳市天赋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车

牌号为豫 J-91199 的营
运 证 （ 证 号 ：
410900015242） 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程艳敏（身份证
号 ：
410901197404154027）
的工程师证 （证书编
号 ：C07023110900001；
从事专业 ：城建 ；评审
通过时间 ：2011 年 11
月 ）不慎丢失 ，声明作
废。

（上接第一版）
如何使青少年萌发对戏曲的

兴趣？大家认为，应把好参演院团
关， 选择濮阳市豫剧传承保护中
心等专业团体和有资质、 高水平
的民营院团参与演出。 把好演出
形式关，以小戏、折子戏及经典唱
段为主， 整台剧目、 戏曲电影为
辅， 将演出时长压缩至 1 小时左
右。把好剧目审定关，针对学生各
年龄段特点，突出现实主义、爱国
主义、重大革命等题材，让一批适
合青少年口味、有思想、有韵味、
有温度的力作、佳作走进校园。

如何使青少年了解戏曲艺

术？大家认为，应把戏曲艺术纳入
中小学素质教育内容， 编写戏曲
知识普及教材和课本剧， 根据学
生各年龄段特点与学段课时计划

开展戏曲教育。同时，针对教师戏
曲知识薄弱的现状， 依托濮阳市
文联文艺志愿服务队， 建立由戏
曲各行当专家、名角、非遗传承人
组成的 “戏曲进校园专家库”，开
展经常性的戏曲帮教志愿活动。

如何使青少年体验戏曲魅

力？大家认为，应吸纳有戏曲特长
和天赋的学生， 组建校园戏曲兴
趣小组和戏曲社团， 向全市中小
学生首批推荐 10 个经典唱段，利
用大课间、课外活动时间，开展戏
曲学唱和戏曲知识普及活动。 同
时，积极搭建戏曲学习实践平台，
组织濮阳市群众艺术馆、 濮阳市
非遗中心等文化机构开设寒暑假

戏曲兴趣班， 引导学生了解戏曲
说唱基本方法。

在深入调研、 集思广益的基
础上，2016 年 7 月， 濮阳市宣传、
文化、 教育、 财政等部门立足实
际，按照系统化、常态化、规范化
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 重点突
破、 示范带动的工作思路， 出台
《濮阳市“戏曲进校园”活动实施
方案》， 明确活动的指导思想、目
标任务、具体形式、推进措施等，
为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念好“演”字诀
———播撒传承“种子”

“欢迎大家走进音乐课堂，今
天， 我要给同学们上一节独具特
色的戏曲课！请仔细聆听，同时认
真思考， 你即将欣赏的是什么类
型的节目？ ”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准备 ，
2016 年 9 月 21 日，濮阳市“戏曲
进校园” 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演
出在濮阳市第六中学举行。 作为
活动主持人的濮阳市第六中学音

乐教师崔秀荣与承演单位濮阳市

豫剧传承保护中心事先反复商

议，确定节目的演出、互动流程，
将演出舞台变为了教学课堂。

考虑到学生先前普遍对戏曲

接触较少， 为便于孩子们接受 ，
演出以戏歌 《说唱脸谱》 作为开
场节目， 将孩子慢慢带入戏曲世
界。

《抬花轿》《穆桂英挂帅》《花
木兰》《五世请缨》 等 4 个戏剧节
目，按照生、旦、净、丑四大行当的
顺序先后上演， 中间穿插现代豫
剧《朝阳沟》。每个节目开始前，由
崔秀荣简要介绍剧目、 选段的故
事情节，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剧
目、选段。 每个节目结束后，生、
旦、净、丑对应的演员分别介绍饰
演行当的特点， 解释与其他行当
的不同。

演出设置互动环节， 随机抽
选台下学生，更换戏曲服装，在演
员的现场指导下，进行模仿表演。
学生踊跃参与， 与戏曲演员同台
表演， 戏曲模仿表演赢得阵阵掌
声，场上场下欢声雷动。看到身边
同学在台上有模有样地表演 ，台
下学生更是看得起劲， 心中悄然
对戏曲生出一丝亲近感。

崔秀荣介绍，自首场“戏曲进
校园”活动演出后，该校学生对戏
曲产生了明显的兴趣。 学校戏曲
社团招收成员时， 报名学生络绎
不绝， 部分落选学生向她表达了
渴望参与的强烈意愿。

有了首场演出的成功经验 ，
濮阳市充分利用学校礼堂、 简易
舞台或流动舞台车， 深入中小学
校巡演 400 余场次， 惠及中小学
生 6 万余人， 仅用半年时间就实
现市直学校和县区重点学校学生

免费欣赏一场优秀戏曲演出 ，在
全市范围内广泛播撒戏曲传承

“种子”。

念好“教”字诀
———厚植传承“沃土”

种子离开土壤，就无法萌发。
要使戏曲传承“种子”更好地扎根
生长，必须厚植校园戏曲“沃土”。
针对音乐教师不善戏曲 “四功
（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

法、步）”的现状，濮阳市聘请知名
戏曲专家担任校外艺术辅导员 ，
对中小学校的学生进行专业指

导。
每到周三、 周五下午的课外

活动时间， 深受濮阳市实验小学
学生喜爱的郭老师———濮阳市杂

技艺术学校专业教师、 国家一级
演员郭霞都会到濮阳市实验小学

指导学生学习戏曲。 按照节目编
排，学生被分为若干个小组，轮流
接受指导； 正在接受指导的小组
成员，把眼睛瞪得圆圆的，生怕漏
过每一个细节； 还未轮到的小组
成员，暂时在作业本上奋笔疾书，
听到集合口令就立即飞奔过去 。
看到孩子们学习戏曲的认真劲

儿，郭霞更是浑身充满力量，一个
吐字、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地指导
纠正。 在郭霞的悉心指导下，孩子
们的表演技艺提高很快， 戏文唱
念、一招一式，越来越有戏曲范儿
了！

濮阳市还组建戏曲教育专家

讲师团，分批、分级对学校音乐教
师和有戏曲特长的教师举办戏曲

理论、演唱技巧等培训 8 期，参加
学习人员 800 余人次， 有效提高
了教师戏曲教学水平。

“戏曲教学的关键，在于如何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濮阳市第
三中学音乐教师刘栋占如是说 。
为此，他与同校音乐教师田文英、
周丽君进行了积极实践。

针对学生接触戏曲较少甚至

没有接触，对念唱兴趣不高，却对
装扮、表演强烈好奇的特点，刘栋
占在课件中加入大量带妆图片和

表演视频， 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
的眼球；赏析不同剧种时，田文英
首先播放各剧种唱段视频， 对剧
种、 唱腔特点和主要流派进行简

要介绍， 然后播放不同剧种唱段
音频，让学生判断所属剧种，达到
巩固知识的目的； 周丽君在教学
中设置游戏环节， 拟出若干戏曲
知识试题， 或搜集不同行当带妆
图片，或播放不同剧种唱段音频，
由学生分组抢答， 以竞赛的形式
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戏曲的兴趣。

像濮阳市第三中学一样 ，濮
阳市各中小学校普遍开足开齐戏

曲课程， 每月至少安排 2 节戏曲
赏析课。 华龙区京开大道第四小
学的教师惊喜地发现， 现在校园
里哼唱经典唱段的学生越来越

多，戏曲也像流行歌曲一样，在校
园流行起来了！

念好“育”字诀
———建设传承“基地”

做操如舞蹈，优美又健身。 每
天上午的课间操时间， 濮阳市实
验小学的千余名学生便会在优美

的戏曲旋律中， 做起该市自编的
戏曲课间操。

濮阳市结合 “全市美育示范
基地 ”建设 ，实施 “一校一品 ”计
划，以开展“六个一”（建设一座戏
曲活动设施、 购置一批戏曲活动
装备、开发一批戏曲教学课件、举
办一系列专业戏曲讲座、 设置一
块戏曲文化墙、 举办一次戏曲文
化节）活动为载体，着力打造戏曲
传承特色学校。

走进濮阳市实验小学， 浓郁
的戏曲气息扑面而来： 一块块校
园宣传栏，介绍着豫剧 、黄梅戏 、
越剧、评剧等戏曲知识；电子显示
屏上，滚动播放着戏曲有关知识；
课外活动时间，红领巾广播站、红
领巾电视台定时播放经典戏曲唱

段音频、视频……
为营造浓厚的校园戏曲文化

氛围， 濮阳市实验小学在办公用
房紧张的情况下， 腾出两间办公
室，为戏曲社团提供活动场所；在
学校改扩建、 现有面积较小的情
况下，专门开辟戏曲宣传栏；组织
全校学生，以戏曲为主题，举办知
识竞赛、作文比赛 、绘画比赛 、手
抄报比赛等， 积极引导学生走近
戏曲、了解戏曲、喜爱戏曲。

像濮阳市实验小学这样的市

级戏曲传承特色学校， 濮阳市已
在城乡范围内打造出了 20 所。 同
时， 各中小学校普遍建立戏曲兴
趣小组， 戏曲社团已有 30 余个，
涌现出濮阳市实验小学水韵剧

社、 濮阳市子路小学金帆剧团等
一批知名戏曲社团。

念好“展”字诀
———喜获传承“硕果”

实践是检验活动成效的最佳

“标尺”。 濮阳市积极筹划举办戏
曲成果展演活动， 为青少年学生
展示戏曲才艺提供平台。

但各学校普遍缺乏戏曲专业

教师， 让没有任何戏曲基础的孩
子走上舞台，谈何容易。 为此，濮
阳市专门抽调濮阳市豫剧团原副

团长、 国家一级演员管爱姣等德
艺双馨的戏曲艺术家， 与各参演
学校结为帮扶对子。

对戏曲演员来说， 不停说话
比整台演出更加伤害嗓子， 但看
到孩子们真心热爱戏曲， 戏曲传
承后继有人， 管爱姣也顾不上那
么多了。 这组刚刚排练完毕，她就
上前对每个学生指点一番： 做得
好的表扬几句， 坚定他们学习戏
曲的信心；尚有不足的一一纠正，
让他们练好基本功。 休息时间，她
突然想到某个学生的表演还有提

升空间，抓紧过去进行点拨，像不
停旋转的陀螺， 在学生中间转来
转去。 管爱姣说：“作为一名退休
演员，有机会出上一份力，把老祖
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我打心
眼儿里高兴！ 苦点累点，我心甘情
愿！ ”

童声优美婉转， 琴弦声声悠
扬。 2017 年 1 月 22 日 19 时，濮阳
市首期“梨园春蕾”会演在濮阳市
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礼堂举行 ，演
出的成功带给了全市上下巨大的

惊喜。 各学校选送的京剧、豫剧、
黄梅戏 、越调等 16 个节目 ，充分
展示“戏曲进校园”活动的丰硕成
果， 部分节目还参加濮阳市各界
人士迎春茶话会、 濮阳市春节文
艺晚会等重要文艺演出， 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演出盛况在濮阳电视台播出

后， 在互联网、 微信平台广为传
播， 观众好评如潮， 社会反响强
烈， 参与会演的濮阳市第二实验
小学学生王子涵、张亦驰、焦可可
等顿时成为同学追捧的 “小明
星”。 不仅如此，焦可可每次随父
亲参加亲朋婚礼、聚会等活动时，
总会被主家热情邀请， 走上前台
一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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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戏曲美术作品展示。

专 业 戏 曲

老师对学生进

行戏曲辅导。

念好“保”字诀
———着眼长远发展

学习戏曲需要占用课后时间

和校外时间，学生学会了科学合理
安排时间；从害羞、不敢与人交流，
到站在舞台上接受观众注目，学生
性格更加自信、开朗、活泼；时常接
受戏词大忠大义大爱教育，学生思
想道德修养明显提高……

谈起“戏曲进校园”活动带来
的变化，濮阳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李慧军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但她
同样有着担忧：如何确保活动不是
“一阵风”，持之以恒地开展，不断
巩固提升活动成效？

针对李慧军的这一担忧，濮阳
市着力健全长效机制，为青少年戏
曲传承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一是建
立指导督促机制。成立全市及各县
（区）“戏曲进校园”活动领导小组，
宣传部门牵头抓总，文化、教育、财
政等部门各司其职的联席会议制

度，组建活动办公室，定期召开会
议研究工作，及时解决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协调推进各项工作。 制订
《濮阳市“戏曲进校园”活动实施方
案》，建立健全“戏曲进校园”活动
考核体系， 将工作任务分解到县
（区）和单位，进一步厘清各部门工
作职责等，对戏曲传承特色学校和
城乡范围内其他学校的工作内容、
工作标准等一一明确，实行台账管
理、责任到人。 实行定期通报督导
制度，定期通报进展和任务完成情
况，做到任务清楚、责任到位。二是
建立表彰激励机制。把活动纳入县
（区） 年度文化综合考评和文明县
城、文明单位测评内容，作为评选
年度群众文化先进单位、先进工作
者的重要依据。各县（区）各单位将
“戏曲进校园”活动纳入目标管理，
作为领导班子业绩考核和人员业

务考核、职称评定、职级晋升、评先
表彰的重要依据。文艺工作者进校
园演出、讲座、辅导按参加公益演
出的标准予以补贴。三是建立资金
保障机制。将“戏曲进校园”活动纳
入市政府年度“文化惠民”重点民
生工程，市、县（区）两级财政将活
动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采取以
政府购买服务为主， 引导社会资
源、民间资本承办协办为辅的方式
保障活动资金。市级财政列出专项
资金，用于打造市级戏曲传承特色
学校、编印戏曲知识普及教材和课
本剧、为各学校配置戏曲教学器材
等。 各有关单位结合各自任务，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组织开展

活动，并对“戏曲进校园”活动中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予以重点扶持。同
时，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运用多种
形式，大力宣传开展“戏曲进校园”
活动的重大意义、实施效果和好经
验 、好做法 ，提高各县 （区 ）、各部
门、 各学校开展活动的积极性，激
发广大教师和学生学习欣赏戏曲

艺术的兴趣和热情，在全社会营造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发展戏曲

艺术的良好氛围。
同时，濮阳市将戏曲教学列为

学校教学水平、教师晋级评优的重
要内容，进一步引起了各中小学校
的高度重视。在近期进行的濮阳市
音乐优质课评选中，戏曲教学有关
内容在各中小学校推送总数的比

例占八成左右。

效果初显现

———影响广泛深远

“戏曲进校园” 活动， 惠及学
生、学校、家庭、剧团各方，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在全市形
成了保护传承戏曲文化的良好势

头。
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濮阳市实验小学
学生家长李宁表示，戏曲文化源远
流长， 是我国文化艺术的瑰宝；以
豫剧代表剧目为例，《穆桂英挂帅》
彰显爱国主题，《苏武牧羊》歌颂敬
业典型，《花木兰》 倡导男女平等
……优秀戏曲剧目充满着正能量；
“戏曲进校园”活动的开展，对引导
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
观、价值观，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培养了戏曲观众与戏曲新秀。
濮阳市首期“梨园春蕾”会演的视
频在濮阳市第二实验小学各班播

放后，校园里顿时兴起学习戏曲的
热潮。该校二年级学生张亦驰还萌
生了成为一名戏曲演员的想法。对
于张亦驰的梦想，家长郭云平充分
尊重，表示若孩子在今后的戏曲学
习中表现出较高的天赋和特长，将
考虑送其到专业学校继续深造。

繁荣发展了校园文化。濮阳市
子路小学校长武继敏介绍，戏曲的
唱、念、做、打皆有法度，一招一式
俱体现民族文化特色和艺术风格，
是更为系统化、 立体化的艺术形
式。 “戏曲进校园”活动的开展，使
学校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校园文
化喜人局面。

推动了艺术院团发展。以濮阳
市为例， 现有大中小院校 1000 余
所， 每年进学校送戏任务千余场，
采取政府采购的形式向专业和民

营院团购买演出 ， 按每年补助
5000 元计算， 将为各艺术院团带
来 500 余万元的经济收益，为艺术
院团的生存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重新赢得了全社会对戏曲的

认同和关注。濮阳市子路小学学生
家长李利军、刘瑞芳，起初对儿子
李梓越学习戏曲表示不理解，但看
到儿子喜爱戏曲的劲头儿，也就没
有阻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子不
再满足于学校老师教授的内容，央
求家长从网上下载戏曲音频 、视
频，在家里自学。 在李梓越的影响
带动下，李梓越的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 姥爷姥姥也都喜爱上了戏
曲，成了他的铁杆支持者。现在，听
说哪里有戏曲演出，李梓越全家就
一起出动了。

文/中共濮阳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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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戏曲教育成果展示。

学生在跳戏曲课间操。

学生课下排练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