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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有了忧愁唱几声，来了精神吼道
情。陕北道情作为在延川这片土地上流
传已久的民间艺术，深受人们的喜爱。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九十九道湾
湾里有九十九只船，九十九只船上有九
十九个杆，九十九个艄公呀把船搬……”
一曲高亢的信天游，唱出了黄河的百转
千回，波澜壮阔，荡气回肠。

放声高歌的男子名叫惠智勇，作为
陕北道情市级非遗传承人，惠智勇从小
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他所演唱的道情，
声音清晰圆润，嗓音洪亮富有弹性，如同
黄河之水一样既有万马奔腾之势，又有
绵延不绝的气息。

“陕北道情是陕北地区的一种小戏剧
种，咱们陕北人口口相传，从老一辈到现
在都是口口相传，见啥说啥、见啥写啥、见
啥唱啥。”惠智勇介绍说。

惠智勇出生于道情世家，到他这里
已是第四代传承了，其曾祖父惠应泰是
当地闹秧歌、唱道情的好把式，人称“金
嗓子”。爷爷惠万年，14岁就成了道情
班里的台柱子。而其父惠斌杰，一人分
唱旦角、须生、丑角，多次被中外媒体报
道，被称为“道情唱神”。受爷爷和父亲
的影响，惠智勇从小就接触到了陕北道
情，七八岁时，他便经常跟着爷爷、父亲
去赶庙会，刚开始就是图个新鲜、热闹，
大人们在台上唱，他则在台下模仿着他
们的一招一式。

“在我爷爷那一代，只要管饱饭，就出
去唱道情，在我的印象中，家里人都是唱
道情的。我爸爸那个时候在农村唱庙会，
需要娃娃表演的时候我就跟上唱。那时
才七八岁，不知不觉就上台跟着唱，也不
管唱得对不对。”惠智勇回忆道，“那个时
候唱就是口口相传，眼看耳听跟着学。长
大以后就有了规范，什么板就是什么板，
什么调就是什么调，不能瞎唱了。”

现在的惠智勇儿女绕膝，也早已不
用像父辈那样为了生计而唱道情，他把

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收集道情词曲上。
在他看来，过去的道情唱法单调、音律单
一、内容枯燥，很难适应年轻人的品位，
而他要做的则是把民歌技法融入道情，
创作出紧跟时代的词曲。

“80后这一代和过去的那一代，学
习道情的道路不一样。我13岁的时候，
跟上自乐班上舞台表演学习，跟秦腔团
在外面跑了10年，学习了声架、唱法，把
民歌专业唱法容纳在道情里面。”谈到自
己的学唱之路，惠智勇印象颇深。

在惠智勇创作道情的道路上，延川
县三弦非遗传承人高海红可谓是他的良
师益友，惠智勇经常把高海红请到家里
来，他们一个唱、一个弹，歌声嘹亮，弦声
悠扬，配合十分默契。

“我和惠智勇也认识多年了，他爱唱、
我爱弹，我们两个配合得还比较默契，他
唱道情的时候我也经常去伴奏，在舞台上
也一唱一和比较默契。”高海红说。

除了高海红，惠智勇的妻子邓娜有时
也会加入到他们中来。邓娜和惠智勇同
在一个演艺公司，夫妻俩经常一起登台演
出。一路走来，他们不仅是夫妻，更是一
对灵魂伴侣，尽享艺术人生。

“我从小也比较喜欢文艺，但是没有
在这个上发展，没想到结婚以后，我老公
这一大家子都喜欢唱道情，一天起来一直
唱。刚开始觉得很麻烦，后来慢慢听多
了，觉得道情也挺好的，再通过看他们表
演，自己也喜欢上了道情，后来就加入他
们，跟着学唱。”邓娜说，“我是我老公的第
一个徒弟，通过观看他们排练、表演，我对
道情的理解也更深入了，感觉非常接地
气，体现出劳动人民的伟大。”

自从13岁正式登上舞台，惠智勇便
再也没有离开过。舞台上的他每次都会
将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每次演出他
都会用高亢清澈的道情诉说着这片土地
的故事，引得游客不断拍手喝彩。

“进入延川剧团将近 30年，惠智勇
一直从事道情表演、传承，他个人和家庭
多次受邀参加中省市电视台演出，得到
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延川县乾坤湾
生态演绎公司经理王小平说。

凭借优美的嗓音和独特的地域文化
特色，惠智勇更是把道情唱出了延川，唱
响了全国。获“延川县第七届道情唱红
延川城”“延安市第二届陕北道情大赛”
一等奖；获“延安市首届农民艺术节”二
等奖；从 2009年开始，惠智勇每年受邀
赴榆林市清涧县演出；2010年5月，全家
参加东方卫视《欢聚世博——全家都来
赛》，荣获“乡村歌王”“陕西金嗓子”称
号；2014年，参加央视《越战越勇》荣获
银话筒；2016年，受邀参加安徽省春节
联欢晚会；2017年，受邀参加农林卫视
《全国乡村春晚》；2018年，受邀参加国
家戏剧春晚和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
2018年，受邀参加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举办的《全国曲艺周》。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最美就数乾
坤湾……”作为生在黄河畔，长在道情团
的惠智勇，闲暇之余就来到黄河边采风，
每每望着眼前壮观的景色，惠智勇都会
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听到黄河
之声，欣赏到道情之美。

“生在陕北，长在黄河畔，把黄河文
化容纳到道情里面，把青山绿水、黄河精
神融入到道情里边，唱响全国，让更多的
人了解黄河文化，知道陕北道情，知道陕
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道情创作
方面，惠智勇也颇有自己的想法。

在惠智勇看来，是道情改变了他的
人生，为他带来了幸福生活，而他也将用
一生把道情发扬光大，让更多人了解道
情，传唱道情，将这一宝贵的非遗文化传
承下去。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浩楠 李硕 张
郁蝶）连日来，骄阳似火、酷热难耐。
延长县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依旧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挥汗如雨、无畏热浪，成
为这个城市里最美的风景线。

在滚滚热浪中，橙色的身影点缀着
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手持清扫工具，
在各个路段来来回回，以自己的辛劳维
护着城市的干净整洁。

环卫工人曹翠莲告诉笔者，她干环
卫工作已经十多年了，每天早上4点多
上班，晚上 9点左右才下班，炎热的天
气下，汗水经常浸透她的衣衫。

“再热、再苦，我也要坚持下去，只
要道路整洁、干净，大家走过去心情畅
通，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曹翠莲高
兴地说道。

室外温度已达到 36℃，酷热天气

下，在延长县道路改造施工现场，工人
们热火朝天紧张施工，不辞劳苦地挥动
铁锹，赶时间、追进度，力争以最短的时
间完成道路改造，为市民创造最佳的出
行环境，提升市容市貌。

现场施工工人刘向阳说：“我们每
天都是早上 6点开工，一直干到下午 6
点半。现在天气很热，皮肤晒得生疼，
但大家伙没怨言，想着能早点把路修

好，便于百姓出行，我们心里就特别舒
服。”

为确保道路畅通，在辖区的各个路
口交警佩戴好执勤装备，在高温下值守
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这样炎热的天气
下，我们经常汗流浃背，但是看着路口
的交通井然有序，我们觉得再苦再累都
是值得的。”延长县交警大队城区中队
民警杨彬说道。

夏日炎炎似火烧，高温考验着千
千万万的劳动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的辛苦付出，才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干
净、整洁、有序，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美好。

烈日下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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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雷荣）为有效维护
旅游市场经营秩序，防范暑期食品安全
事件发生，延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食
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带进文安驿古
镇，通过“游客点，百姓提，随机抽，现场
检”等方式，对古镇内的餐饮经营单位
进行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现场快速
检测。

工作人员先后深入到古镇景区和
镇区内各类饭店、食堂、餐饮摊点，现场
向外地游客和本地百姓宣传食品安全
知识并征集抽检意见，针对群众感兴趣
的食材和食品进行了重点抽检，营造出
了全民参与食品监管、共享共治的良好
氛围。

本次活动已抽取各类食品样品 28

批次，现场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186
批次，所有抽检样品均已送往第三方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将在延川县
人民政府网站等平台向社会公示，对于
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将依法开展处置工
作。

据了解，本次检查在保障景区游客
玩得开心、吃得放心的同时，进一步增
强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自我保
护意识和社会监督意识。下一步，延川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做好食品安
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工作，加大
监督抽检力度，继续推动“你点我检”活
动常态化，切实把好食品市场准入关、
质量关，为广大游客营造良好的旅游消
费环境。

玩得开心 吃得放心
延川县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走进文安驿古镇

● 工作人员在食堂检查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李浩楠 张郁蝶）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尤其
是炎热的夏季，不少延长居民和学生选择来到图书馆，
一边避暑纳凉，一边读书“充电”，增长文化知识，享受
书香十足的氛围。

在宜兴·延长友谊书房，记者看到，借阅室内座无
虚席，学生们徜徉在书的海洋里，一个个安安静静地阅
读着，不少家长也跟着一起来，阅读之余享受悠闲的亲
子时光。

张鑫是一名初三学生，近期，她每天都到书房“打
卡”。“暑假到了，我们在家里只能写作业或者玩手机，
长此以往，觉得有些无聊。所以我选择来到书房，在这
里复习功课、看看书，让学习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张
鑫说。

暑期以来，延长县图书馆提前谋划，对书房内的各
类设施设备进行了检查维护。全天空调开放，并提供
免费饮水，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温馨的阅读
环境。

“书房环境特别舒适，读书氛围非常好，暑假带孩
子到这儿读读书，可以让孩子摆脱对手机的依赖，培养
孩子阅读兴趣，对孩子学习成长有很大的帮助。”谈及
书房环境，居民冯伟赞不绝口。

据了解，书房现有馆藏图书 3万多册，设有朗读
亭、学术交流区、有声阅读区、中央书廊、红色书区等区
域，提供外借、阅览、参考咨询、试听等免费服务。

“我们在保障读者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积极为读
者创建良好的阅读环境。并坚持每天在公众号和电子
阅读机上推送有声读物和书刊，供广大读者阅读。”延
长县图书馆馆长肖福说，“为更好地服务于读者，我们
还设立了读者服务台、读者意见簿等。今后，我们还将
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助推‘书香延长’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小艳 通讯员 李浩楠 王雄）烈
日炎炎，在延长县雷赤镇赵家庄 2号大型淤地坝建设
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大坝坝体已经完工，工人们
正加速建设溢洪道工程。

该坝于今年 4月份开工建设，坝体工程和放水工
程已经完工，正在建设溢洪道工程，目前已完成该项目
建设的 75%，预计 8月底前全面完工。据淤地坝项目
技术总负责人、高级工程师刘康介绍，项目建成后，在
控制水土流失、减轻下游防洪压力的同时，还可以增加
耕地面积，实现农林牧良性互动，改善流域内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

淤地坝在拦截泥沙、蓄洪滞洪、减蚀固沟、增地增
收、促进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方面发挥着显
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延长县大力推
进淤地坝项目建设，不断促进区域内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改善，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生态安全屏障。

“今年村上新建 2座大坝，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效
益，大坝建成后能置地 200来亩，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还能解决苹果用水问题，提高果产量，增加村民收入。”
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爱民激动地说。

延长县水保队队长冯赟栋说：“淤地坝的建设，能
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减少入黄泥沙，还能拦蓄调洪，改
善生态环境、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前期可以发
展水产养殖，后期增加良田，提高当地粮食产量、增加
群众收入。”

近年来，延长县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持续加快淤地
坝建设工作，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延长县共有2186座
淤地坝，其中骨干坝58座，中型坝244座，小型坝1884
座。2022年计划实施大中小淤地坝16座，总投资4367
万元，将于今年年内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项目前期
招投标工作。

阅读体验享乐趣
暑期“打卡”好去处

大力推进打坝淤地
全面筑牢生态屏障

● 人们在书房安静地读书

● 打坝淤地为农民增加了耕地良田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声声“道”出人间“情”
——记陕北道情市级非遗传承人惠智勇

通讯员 王博 张伟 记者 刘小艳

● 惠智勇在表演道情

多彩非遗连接现代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