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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娱乐

开福门、看表演、听相声、赏花灯

台儿庄古城
过大年

1月 1日 10时 18分，新年纳“五
福”活动让游人大饱眼福：“开福
门”，在古城西门举行开城迎宾仪
式;“撞福钟”，古城寺庙内钟声响
起;“纳福礼”，以快闪“欢乐送”、幸运
大转盘、幸运砸蛋等形式向游客分
发新年红包;“饱眼福”，在复兴广场
举办《唱响山东》走进台儿庄古城新
年大型文艺演出;“点福灯”，晚上 17
时 38分，启动 2016台儿庄古城新春
花灯会。为广大游客献上一场文化
浓厚、年味十足、惠及大众的贺年盛
宴。

以“祈福祉、求吉祥、同欢乐”为
宗旨，此次台儿庄古城贺年会以“好
客山东贺年会·台儿庄古城过大年”
为主题，组织开展了“新年喜乐会

‘邀您台儿庄古城听相声’”、“华灯
盛世”花灯会展、《唱响山东》新年大
型文艺专场演出、“老北京天桥绝技
绝活”和“竹马会非遗展演”等富有
地域特色的民间百艺表演活动。在
台儿庄古城复兴广场，中国铁路文
工团相声演员刘颖、浩楠，相声名家

高英培的儿子高玉庆，获得中国曲
艺最高奖项牡丹奖的相声名家马云
路、刘际等先后向游客展示了丰富
多彩的传统相声文化；老狼、草帽
姐、小提琴王子于俊、中国口技兄
弟、《星光大道》的山东姑娘组合等
众多明星倾情演绎了歌舞、模仿秀、
口技等节目，欢快、热烈的节奏将现
场气氛带入新的高潮。丰富精彩的
活动增加了游客的参与性和互动
性，使台儿庄古城元旦期间的节日
氛围异常浓厚，每天都吸引着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

“好客山东·台儿庄古城贺年
会”将从元旦一直持续到元宵节，除
了元旦期间特别策划的节目之外，
台儿庄古城还精心组织和筹备了一
系列独具特色的演出和活动，如金
猴贺岁戏古城、龙舞飞腾迎新春、新
春民俗百艺汇、铁甲雄狮护古城、锦
衣亲卫巡古城等，诚邀八方宾朋到
最有年味的台儿庄古城过大年。系
列活动展现出台儿庄古城浓重的历
史文化积淀，唤醒了人们对于台儿

庄古城更为
古老的记忆。

今年的古城花灯会，既有迎合
十二生肖“申猴”的“大闹天宫”、“猴
子捞月”、“金猴送福”等主题花灯，
也有“石榴仙子”、“年年有福”等展
现传统民俗的花灯。28组绚烂夺目
的花灯亮相古城，让游客在台儿庄
古城可以欣赏独具特色的花灯，感
受浓浓的年味。星月流光，华灯溢
彩，本次花灯会将贯穿整个“台儿庄
古城贺年会”活动。

来自北京的游客王国庆表示，
新年纳“五福”，让游客们在享受元
旦之乐时，一同回味古风古韵的台
儿庄文化。“来台儿庄体验丰富多彩
的民俗文化、原汁原味的当地年节
传统活动。也不断提醒我们，铭记
历史，让我们在触摸、感悟那段历史
的独特之处时，将灿烂的运河文化、
不屈的民族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使
台儿庄的名字一直响彻中华大地。”
上海游客李女士如是说。

(记者 岳娜 文/图)

盘鼓表演为新年增添了一份喜气洋洋的氛围

传统的舞龙表演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观看

闹春的金猴与游客互动拍照

顿庄竹马表演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庄户剧团
“打擂台”

山
亭 区

“一年一
村 一 场
戏”送戏
下乡文化惠

民工程、“山
亭区 2016 年庄户剧团

调演”1月 2日在桑村镇举
行。来自全区 13个庄户剧
团的 300 多名演员，参加
了为期两天的节目展演。
同时，也拉开了文化下乡
的序幕。

山亭区送戏下乡文化
惠民工程，将完成送戏下
乡 293 场，受益群众实现
40 万人。通过庄户剧团调
演，制定了庄户剧团调演
办法及演出要求，将选出6
家规模大、演出质量高、
综合实力强的优秀庄户剧
团，作为“一年一村一场
戏”文化惠民演出团队，
深入乡村进行巡回展演。

庄户剧团按要求组织
演出，保证演员、乐队人
数和演出质量，将群众欢
迎的戏剧和综艺节目送给
观众。

在调演中，先是选手
打擂，后有专家点评，给
前来看演出的乡村戏迷留
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场
场好听的柳琴戏。

在调演的节目中，大
部分是柳琴戏，演员们唱
腔生动、表演朴实、善于

铺陈和表现人物的心理活
动，剧目多取材于历史故
事和民间传说，群众喜闻
乐见。

来自山城街道桃山前
村庄户剧团的邵芳芳出身
柳琴戏世家，也是我市优
秀的民间柳琴戏演员，在
鲁南一代小有名气，当地
有“看戏不见邵芳芳，白
请剧团到咱庄”的顺口
溜，而受到戏迷喜爱。

在调演中，文化部门
及时指导庄户剧团，创作
适应时代特点、内容健康
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现
代戏剧，深受群众欢迎。
山城街道结合“四德”工
程建设新创作的戏曲小品
《忠厚人家》由山亭姐妹剧
团排演后，在今年“一年
一村一场戏”文化惠民活
动中巡演 46个行政村，该
剧充满强烈的乡土气息，
内容感人至深，弘扬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
深刻的教育意义，受到群
众的一致好评。这次调
演，唱的大都是传统剧
目，如《姊妹易嫁》、《张
郎休妻》等,看戏的人坐满
现场，老戏迷们不断地或
擦眼抹泪或开怀大笑，小
孩子也看得如醉如痴，大
戏连唱两天，场场满座。

柳琴戏是枣庄市的传
家宝，有政策的扶持、剧
目的创新、演员的勤奋，
观众的回归……春节前后
伴随着“一年一村一场
戏”送戏下乡文化惠民工
程的开展，庄户剧团将不
辞辛苦地下乡送戏，为节
日增添喜庆的气氛。

（记者 孙明春 文/图）

演员们在表演柳琴戏《姊妹易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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