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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天更蓝

水更清
——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掠影

蔡睿晓 文/图

山山 更绿

志愿者进行生态环保知识宣传。

近日，宁夏第三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
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平罗县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拉开帷幕。活
动以“低碳生产・绿色生活”为主题，五市和宁东基地设置分
会场，同步举办各具特色的主题宣传活动，共同奏响生态保护
的乐章。

主会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在“从这里看美丽宁夏
故事分享”环节中，演讲者们声情并茂，有的分享了当地志愿
者们多年来坚持冬施鸟食、夏救伤禽，用实际行动构建人鸟
和谐共生图景的故事；有的则讲述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修复工程实施后，让蓝天更蓝、绿水更绿的美好景象。

“生态环境趣味科普宣讲”环节，宁夏“十佳科普使者”蔡
玉珍为大家科普碱蓬的生长历程及碱蓬在盐碱地治理中所发
挥的作用。志愿者金雅婷讲述《最美的指纹》背后的自然密码。

在生态环境保护装备展示和公众体验区，工作人员为市
民们介绍设备的功能和用途，如水质监测设备的监测原理、土
壤重金属检测仪如何检测土壤重金属成分等，不少市民还亲
自上手体验，感受科技在生态保护中的力量。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生态环保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
市民赵金娥分享了感受，“以前总觉得环保是政府和企业的
事，现在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态保护链条上的关键一
环。今后我要多坐公交、骑单车，为减碳出力。”

据悉，在主题宣传实践月中，我区还将举办“法治护生态”
主题宣讲、优秀短视频征集及展播、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
系列活动，推动生态理念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

数百名干部群众参加绿色生活健步行活动。

▶环保创意
梦想市集上的各
种手工艺品。

▲精彩的
文艺演出。

▼ 活 动 现 场 展
示 的 生 物 标 本 凤 头
潜鸭。

为挖掘和培育青少年文学新苗，近日，灵武作协文学创
作“青苗”计划志愿服务活动在灵武市狼皮子梁学校举办。
灵武市作协为狼皮子梁学校捐赠了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
宁夏本土作家文学作品等近300 册。

本报记者 毕 竞 摄

话剧《树魂》6月 6日至 8日在北京国话剧场上演。该剧
通过再现一家三代人坚守 40余年，承包荒山、植树造林、守
护绿水青山的历程，谱写了一曲闽东乡土巨变之歌。

《树魂》分为“毁林”“造林”“守林”三幕，以福建宁德周
宁县后洋村三代人植树造林创建家庭林场的故事，贯穿父子
情、夫妻情、兄弟情、兄妹情等家庭关系的情感交织。

剧中载歌载舞的畲族采茶队、萦绕山间的盘歌、畲族特色
服饰、当地独特的山川地貌等，勾勒出一幅别样的民族风情画
卷，不仅增添了地域文化色彩，也深化了主题。（据新华社）

话剧《树魂》晋京演出
展现闽东乡土巨变

一个地方剧团，演出足迹遍布 69 个
国家和地区，累计吸引观众500多万人次——
这是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的一份文化出海
成绩单。

白素贞动作行云流水，青蛇尽显
灵 动 ……今年 4 月，由中国歌剧研究会
与（欧洲）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协会联合
主办，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承办
的“2025 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
演”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作为演出季
的开幕大戏，婺剧《白蛇传》在匈牙利
和奥地利上演。谢幕时，掌声经久不
息，不少当地观众用当地语言高喊“再
来一段”。

婺剧起源于浙江金华，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个地方小剧
种，婺剧何以走上国际舞台？

“ 这 首 先 得 益 于 婺 剧 本 身 的 魅
力。”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谢玲
慧表示，婺剧有“文戏武作”的特色，在
许多文戏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会通过形
体动作外化表现，国外观众看到这些肢
体表达，能更好领会剧情。此外，婺剧
唱腔高亢婉转，也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然而，婺剧的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谢玲慧回忆，早期巡演时，传统道具

“九狮图”仅龙杆就 5 米多长，赴南美演
出时，光运费就花了 10 余万元，且往返
耗时长达两个多月。这让他们意识到，

婺剧要跨出国门，传统道具必须创新。
目前团队演出所使用的道具全部采用坚
固且能折叠的铝合金材料，几个手提箱
就能带走。

新的不只是道具。传统的一台婺剧
演出需要上百人，然而出国演出需要尽可
能控制人数，为此，演员必须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谢玲慧说，如今婺剧团里人人
都能在主角和配角之间切换。

为适应海外观众审美习惯，浙江婺剧
艺术研究院大胆创新。以《三打白骨精》
为例，角色原本唱白不多，婺剧版本则加
入了旋子 360 度、空心前桥、倒插虎等高
难度动作，极大丰富了舞台表现力。剧中
还借鉴了川剧变脸元素并加以创新，一分
钟内 3次变脸和变装，表演更精彩。

针对海外观众，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
还推出“量身定制”，每场演出用 LED屏实
时滚动由当地语言翻译的唱词；扮演猪八
戒的演员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学习当地语
言里的俏皮话，总能引发全场笑声。

在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书
记、院长王晓平看来，文化出海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不能一蹴而就，
也不能满足于表面热闹。“在接下来的
访演中，我们将加强和当地的合作，把
演出宣介做得更充分、更到位，让海外
观众听得进、看得懂。”王晓平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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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在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表演婺
剧《白蛇传》。

新华社发

演 员 在 奥
地 利 首 都 维 也
纳表演婺剧《白
蛇传》。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
进行生态环境保
护装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