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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杨磊 苏云慧

优美的旋律、诗意的舞台灯光，身
着融入白族元素的戏装，青年白剧演员
董润坪、杨孟娇华彩登场，唱词婉转悠
扬、表演惟妙惟肖。台下，掌声雷动。8
月22日晚，在大理州群众艺术馆剧场举
行的 2022年度云南省艺术名家杨益琨
工作室结项汇报演出上，经工作室整理
改编后的白剧小戏《柳荫记·十八相送》
让人耳目一新。

白剧《柳荫记》讲述的是梁祝爱情
故事，原本是白族大本曲的传统曲本，
20世纪 90年代初搬上白剧舞台。此次
在杨益琨工作室的主持下，对其中的

“十八相送”片段进行再次整理改编，音
乐、灯光、舞美、服装等都进行了创新，
在保持原汁原味的白剧艺术特点基础
上，进行全新演绎。

白剧原名“吹吹腔剧”，主要流行于
大理白族地区，是白族的独有文化。它
集“吹吹腔”“大本曲”、民歌小调等白
族民间艺术于一体，音乐丰富多样，角
色行当齐全，节奏鲜明、载歌载舞、唱做
并重。2008年，白剧被列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1960年大理州白剧
团成立以来，创作排演了《红色三弦》

《苍山红梅》《苍山会盟》《情暖苍山》《白
月亮·白姐姐》《洱海花》《榆城圣母》《数
西调》等优秀剧目，获得过包括文华奖、

梅花奖、曹禺剧目奖、电视金鹰奖等大
奖一百多项。

云南省艺术名家杨益琨工作室成
立于2022年，是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
技艺传承、艺术创作、艺术推广、文献研
究等方面打造的名家品牌。工作室成
立以来，对我州青年白剧演员开展培
训，使其声腔、道白、表演等技艺水平得
到提升，在白剧表演艺术人才培养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 年度云南省艺术名家杨益琨
工作室结项汇报演出还上演了工作室
指导排演的白剧小戏《洱海明珠水更
秀》《春潮》，参演人员平均年龄 26 岁。

“演出充分展现了白剧的包容性和多样
性，展现了白剧人才的新生力量。”汇报
演出获得了我省有关专家的好评。观
众也对演出赞不绝口，白剧爱好者赵明
观看演出后告诉记者：“看到青年演员
在台上的高水平表演，我感到很开心，
白剧‘后继有人’了。”

青年演员杨涛在《洱海明珠水更
秀》中扮演一只大黑狗，虽没有台词，但
表演惟妙惟肖，收获了许多好评。他告
诉记者：“老师告诉我们‘舞台上没有
大角色和小角色之分，只有大演员和小
演员之分’，每一个角色都要认真对待、
真诚去演。”杨涛说，在老一辈艺术家那
里，自己提升了表演技艺，也获得了精
神力量和文化自信。

台上是永远的青春，台下是一代代
的“守艺人”。

2013年，州白剧团面向社会公开选
拔一批学生送到云南省艺术职业学院
进行专项“订单式”培养，学员成绩合格
毕业后进入州白剧团；2015年,《大理州

关于加强和改进白剧传承发展工作的
实施意见》出台，明确对以白剧为代表
的大理州地方戏曲剧种给予政策、经费
和措施的支持；2016年，州白剧团举行
庄重的拜师收徒仪式，30名青年演职人
员向叶新涛、杨益琨、马永康、董汉贤、
张亮山等 10 位白剧艺术家拜师学艺；
2022年，云南省艺术名家杨益琨工作室
成立，为实现以人才兴团兴戏搭建更高
的平台……多年来，老一辈白剧艺术家
们对青年演员言传身教，他们对初心的
坚定执着、对使命的矢志不渝、对后辈
的鼓励提携，激励着投身于白剧艺术的
年轻人用青春演绎白剧的故事、大理的
故事。

“现在，我们发朋友圈的内容大部
分都是跟白剧有关，有时候还收获很多
好评。”杨孟娇告诉记者，自从跟随老
一辈白剧艺术家学习后，加深了对白剧
艺术的认识，越来越热爱白剧。在朋友
圈推介白剧，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她
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欢白
剧这一民族艺术瑰宝。”

扮演梁山伯的董润坪从小接受白
族音乐的熏陶，母亲也曾是一名白剧
演员，现在是大理白族调传习所的负
责人。自进入州白剧团后，董润坪在
舞台上出演了许多角色，跟随着剧团
下基层、进学校、进农村，把白剧艺术
的芬芳带给广大群众。她说：“作为一
名白剧演员，我要像母亲和老师们一
样，把白剧传承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
欢上白剧。”

60多年常演常新，一代代白剧人薪
火相传。在时代的浪潮里，白剧不断绽
放华彩。

一代代白剧人薪火相传

拥抱时代浪潮 白剧绽放华彩
□ 通讯员 李金知

8月27日，弥渡县牛街乡正式进入烟
叶收购阶段，各烟叶收购站点忙得不亦乐
乎，一捆捆黄亮亮、金灿灿的烟叶运进收
购站，经过工作人员质检、分级、定级、过
秤、入库，一捆捆“黄叶子”秒变一张张喜
人的“红票子”装进了烟农口袋，大家伙喜
笑颜开。

烤烟种植大户李红进一大早就请人
把烟叶捆好装车，拉着满满一车烟叶早
早在收购站点排队等待，看着称重机上
显示的金额，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今
年是我大规模种植烤烟的第二年，共种
了 85亩，经过去年的摸索学习，我也逐
渐掌握了从早期移栽、中期管理到后期
烘烤等一系列种植技术，加上有村干部、
烟站技术人员的指导，今年烤烟总体长

势良好，没有出现过多病虫害的现象，大
概可以收入42万元左右。”

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烤烟是
牛街乡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也是群众
创业、就业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牛街
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烤烟产业发展，
以“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农户参与”的
协作方式，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发展烤烟
产业，通过整合土地资源，严格落实核
心烟区，充分发挥规模种植效应，强化
技术支持及政策扶持，推动特色产业标
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真正让烤烟
这一片“小绿叶”成为山区群众致富增
收的“黄金叶”。

“2024年，牛街乡共种植烤烟503户
6800亩，计划收购17800担，出口备货1400
担，预计实现收入3500余万元。”牛街乡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罗朝建介绍说。

□ 通讯员 杨莉 施雁莎 何佳玲

8月 27日，祥云县祥城镇程官村幸
福园正式开园。幸福园的投入使用，
不仅解决了辖区内老人和留守儿童吃
饭难的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休闲娱
乐场所，真正开启了“一老一小”的幸
福时光。

程官幸福园建设是推进村（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民生实事的重要内
容。项目建设为“一园五驿站”，村委会
内设阳光幸福食堂，自然村设幸福驿
站，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幸福。

饭点刚到，程官村的老人们便三三

两两相邀走进幸福园的食堂排队打
饭。宽敞明亮的餐厅里，老人们围桌而
坐，一边聊着家长里短，一边吃着热乎
的饭菜，脸上洋溢着笑容。

走进程官厂幸福驿站，远远便能听
到一阵欢声笑语。老人们围坐在石桌
旁，或凝神对弈，或笑谈着打牌，孩童在
一旁追逐、嬉戏，现场一片欢乐祥和。

程官二组的居民程永康今年已经
78岁了，仍精神矍铄，早上参加完开园
仪式，在幸福食堂吃过午饭后，他又来
到了村中的幸福驿站与老友们打牌、
拉家常。他兴奋地说：“这个幸福园办
得相当好，真正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

所依。”
程官村委会辖 5 个自然村、6 个村

民小组，村中有留守儿童 73 人，60 岁
以上老年人 650人，其中独居及留守老
人 240 人。一直以来，老人和留守儿
童的“做饭难”“吃饭难”问题相当普
遍。一个人吃饭控制不好量，“做一顿
吃三顿”是常有的事，更谈不上营养均
衡。为破解这一难题，程官村委会根
据大理州“苍洱阳光幸福工程”三年行
动计划以及县、镇党委、政府关于“一
老一小”工作的要求，以提供餐饮及娱
乐服务为切入点，通过“上级帮一点、
个人出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

点”的模式，着力打造普惠型助餐、娱
乐服务体系。据了解，幸福食堂按年
龄对辖区居民实行就餐优惠，3—14岁
儿童和 60 岁以上老人每餐收费 5 元；
14 岁以上至 60 岁以下人员每餐收费 8
元，并免费提供棋牌、茶水，让村民切
身体会到了幸福园的温暖。

“程官村幸福园的建设不仅解决
了部分村民、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就
餐的困难，缓解了外出务工村民对家中
的牵挂，还解决了村中娱乐场所功能欠
缺的问题，真正实现了将优质服务延
伸到了居民身边。”程官村党总支书记
尚永能说。

祥云县祥城镇程官村——

幸福园里开启“一老一小”幸福时光

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
县炼铁卫生院医护人员在聆听
李桂科医生讲授他为山石屏村群
众“治病、治心、治愚、治贫”的经
历。（摄于8月26日）

近年来，洱源县卫生健康系统
依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医德
楷模、党的二十大代表李桂科先进
事迹，教育引导医务工作者以身边
的先进为榜样，在平凡的岗位上践
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2023
年以来，全国各地 576 个单位 6460
人次以主题党日、行走的廉政课、
研学游等形式到山石屏村开展党
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通讯员 杨丽萍 摄］

弥渡县牛街乡——

“小绿叶”变山区群众增收“黄金叶”

基层工作纷繁复杂，面对广大群
众的满怀期盼，基层干部要学会“说
话”，才能促进有效沟通，融洽干群关
系，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宣传政策法规，善用“家常话”。
“家常话”是日常生活中通俗的语言，
朴实简单易懂。讲好“家常话”，将政
策法规里晦涩难懂的语言转为“接地
气”的话，才能激发群众的热情，推进
各项政策落实落地，让法规入脑入
心。基层干部要认真学习和吃透政
策法规，将其进行提炼和转化，用简
单明了、通俗易懂的“家常话”来阐释
宣讲。要放下身段，用真挚的情感深
入群众生产生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
想、所忧所盼，从中找到与政策法规
相契合的点，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表
达方式进行讲述，让群众感受到政策
背后的温暖与关怀，增强遵规守纪的
意识。

回应诉求矛盾，多说“贴心话”。
“贴心话”是指站在群众的角度，感同
身受，用暖言暖语给予关怀和支持、
增进和谐。讲好“贴心话”，才能打开
群众的话匣子，从而发现诉求的关
键、矛盾的根源，并及时回应和疏
导。要用心倾听，用情回应，学会换
位思考，以“我也深有体会”来表达共
鸣，用“请您放心”来传递信心。面对
群众的急难愁盼，以“贴心话”为群众
排忧，不说违背原则、没有依据、不利
于大局的话，真正把群众当作亲人。
矛盾纠纷调解时，要充分了解双方情
况，厘清责任，不偏不倚，搭建好双方
有效沟通的桥梁，提出公正合理和切

实可行的调解方案。
开展调查研究，讲好“本地话”。

“本地话”是指当地的方言。讲好“本
地话”，便于获得一手资料，为调查研
究提供坚实的支撑。基层干部要主
动加强学习、快速融入，缩短语言适
应期，学习掌握“原汁原味”的乡音民
谚、土话方言。要放下架子、俯下身
子，与群众共坐一条凳子，主动与群众
沟通交流，让老百姓毫无芥蒂“讲问
题”、敞开心扉“发牢骚”，在与群众近
距离接触中“沾土气、接地气”，用与群
众同频共振的“共同语言”获得群众认
可，摸清基层真实情况，有针对性地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开展具体工作，精通“内行话”。
“内行话”是业务领域的专业语言，是
落实工作的关键。基层干部往往身
兼多职，这就要求基层干部成为一线
的专家，讲好“内行话”，自己才能有
底气，才能让人服气。要发挥身在基
层、见多识广的优势，努力把自己变
成行家里手。要根据工作岗位需求，
结合自身发展实际，主动向书本学知
识、向前辈学经验、向实践学本领，不
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要正确运用
好“内行话”，准确理解工作要求，精
准制定工作措施，有效规范业务流
程，着力提高工作效能，切实增强群
众的满意度。

基层干部要学会说好“四种话”
□ 张钰涵

巍山县马鞍山乡三鹤村黑山羊养殖户在放羊。（摄于8月25日）
近年来，巍山县依托山区资源优势，把黑山羊养殖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来抓，黑山羊养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全县黑山羊存栏达17.47万只，年出栏
29.98万只，年产值达3亿多元，促进了群众增收和乡村振兴。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8月22日晚，在2022年度云南省艺术名家杨益琨工作室结项汇报演出中，青年
白剧演员在表演白剧小戏《柳荫记·十八相送》。 （图片由大理州白剧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