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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延川县永坪镇的许多居民
和永坪炼油厂的职工们纷纷涌向剧院，等
待观看《乾坤湾》的演出。

《乾坤湾》是由延川县山花文化演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编排出品的大型原创
陕北道情现代剧。该剧讲述了 20世纪 60
年代末，陕北乾坤湾村唯一的大学生“天
生”，立志向贫穷和固封的思想宣战，事业
有成后回村开发旅游资源，通过辛勤奋斗
最终带领村民改变当地贫困面貌的故事。
其间穿插了砸庙、高考、择业、开发旅游资
源、爱情诸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人性博弈和
爱情抉择。

整部剧汇集了现代舞美与传统道情的
视觉盛宴，跌宕起伏的精彩剧情和立意深
远的奋斗情怀，让人深受感动。所演之处，
观众反响热烈，几乎场场爆满。

“演员演技、舞台灯光，各方面效果都
非常好，内容也很丰富，很好看。特别是这
个道情，唱得非常好。”观众延振东说。

“今天晚上看得真过瘾，平时我就特别喜
欢道情，希望以后多演几次。”观众高月清说。

《乾坤湾》整部剧时长为 2个多小时，
却能全程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并得到观
众的不断赞许，这离不开演员们高超的演
技。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
了能够全方位传达该剧的主题精神，台前
幕后的演职人员全心投入、用心演绎。

作为该剧穿针引线的女主角“引地”的
扮演者，演员刘永芳尽管已参演过《九月枣
儿红》《大山》等多部舞台剧，有着丰富的演
出经验，但拿到剧本后，她还是第一时间就
认真钻研起来。

“刚接到剧本时感觉很有压力，熟读剧
本、理解角色、排练演出，角色年龄是从18
岁到 40岁，跨度很大，这个过程确实很艰
苦。”刘永芳说，“在导演的指导下、我自己
的摸索下，把最精彩的一面呈现给观众朋
友们。”

为了进一步提高《乾坤湾》的艺术辨识
度，主创人员在陕北道情上做足了文章。
全剧以陕北道情为音乐载体，用43个唱腔
串联，展现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元素，如陕北
秧歌、陕北民歌、陕北唢呐、陕北说书等。
整部剧的音乐是一次对陕北音乐文化的致
敬，也是一次对现代音乐的探索。它不仅
仅是剧中人物情感的表达，更是整部剧情
感和氛围的营造者。通过音乐，观众能够
更加深入地感受到剧情的魅力，体验到陕
北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

“我们大量地吸纳了陕北的民间音
乐，比方说民歌，它里边的小调、平调、东
路调，非常激励人，表现也酣畅淋漓。无
论是表现欢快也好，还是惆怅、急切，给人
感觉舒服，非常到位。”《乾坤湾》音乐统筹

郝风霖说。
《乾坤湾》的舞美、服装、灯光等也是一

大亮点。有 3块舞台可 360度旋转变化呈
现，通过运用兼具故事性和艺术欣赏性的现
代影像和精美舞台技术，模拟再现村庄、沟
壑、庭院、渡河、广场等场景，带领观众身临
其境，仿佛置身于乾坤湾村一样，和剧中演
员同呼吸、共命运。

“为了乾坤湾剧的完美呈现，我们在舞
台美术、设计、制作上打破了一些传统的舞
台美术设计，采取了布景 360度大旋转的制
作手法，并融入了延川民间艺术剪纸、布堆
画、木刻等文化元素，使观众耳目一新。在
服饰上，我们为演员制作了 3套服装，体现
了上世纪 60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时代变
迁。”《乾坤湾》道具制作、舞美老师庞壮说。

通过主创人员的精心设计，观众可以更
加深入地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情感变化，同时
也能够领略到陕北地区的文化魅力。在这
部剧中，我们看到了天生、引地、大山……这
些鲜活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就像这片土地一
样朴实无华，但他们的故事却充满了波澜壮
阔。他们的命运，与乾坤湾这片土地紧密相
连，他们的选择，映照着时代的变迁。

“《乾坤湾》以现实题材为背景，以讲好
黄河故事为宗旨，以展示黄河文化为元素，
倾注了我们大量的心血与汗水。我们在继
承舞台剧原有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大
胆的改革、创新、尝试，充分利用边陲秧歌，
农耕秧歌、端登丰收秧歌等延川文化元素，
结合时尚接地气的一些现代舞蹈，使观众在
欣赏舞台剧矛盾、冲突、心灵创建的同时，得
到了视觉美的艺术享受。”《乾坤湾》艺术总
监、复排导演刘东良说。

《乾坤湾》在延安大剧院一经公演便获
得了巨大成功，并在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大
赛活动中一举获得最高荣誉奖——文华
奖。大奖是鼓励，更是肯定。山花文化演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支起源于20世纪70
年代初的“县文艺宣传队”，在半个世纪的沧
桑旅途中，历经风霜雨雪，却始终践行着面
向基层、服务群众的办团宗旨，而《乾坤湾》
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们在文化道路上勇于
探索、敢于创新的脚步。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时代脉络，传承、
挖掘、编创出更多与时俱进、群众喜闻乐见
的剧目，为全县文旅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延
川县山花文化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方忠朋说。

《乾坤湾》不仅仅是一部剧，更是一曲赞
歌，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是对那些平凡
而又伟大的人们的致敬。在这部剧中，我们看
到了生命的坚韧，看到了梦想的力量，看到了
人性的光辉，它们如同黄河之水，源源不断、生
生不息。

本报讯（记者 雷荣 通讯员 袁妞）“我们小区2013
年建成入住，10多年来管道严重老化，最近收到供暖公司
维修通知，经业主委员会协商一致，对老化的供暖管道全
部更新改造，保障我们小区住户冬季安全温暖过冬。”延川
县博爱医院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张东东说道。

连日来，延川县供热站陆续开展供暖期锅炉和管道
设施检查维修工作。技术人员们有条不紊地对供暖关
键设备和附属设备进行检修，并对各个重点环节展开调
试，及时排除隐患，确保供热设施设备完好无损、安全运
行。与此同时，供热站早早做好了燃气储备工作，为冬
季供暖提供充足燃料保障。

据了解，此次供热站对城区4个供热分站、8个供热点
21台172蒸吨锅炉及附属设施，以及城区范围内的所有管
道、阀门、检查井等附件进行全面排查维修。针对上个采暖
期部分居民楼暖气不暖的问题，也仔细查找原因并维修。

同时，供热站工作人员还深入居民小区进行供热相
关常识宣传，引导居民住户尽快对小区住户的支管网和
暖气设施进行维修，提醒用户不要私自改动取暖设施，
提醒物业要对小区内部管网老化、漏水等情况予以及时
改造，并在显眼位置张贴居民告知书等，由供暖后的“居
民上访”变为工作人员的“提前下访”。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浩楠） 10月 26日，2024第二十
五届太湖国际风筝邀请赛暨全国风筝精英赛（宜兴站）
江苏省风筝公开赛在宜兴市盛大开幕，来自国内外 300
个风筝一展风采的同时，一家“延长烤肉”也引人夺目，
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食客。

一边是千鸢竞飞，一边是香味弥漫。“延长烤肉”的经
营者是两位经验老到的烤肉师傅，一串串烤肉在他们的双
手间上下翻飞，滋啦冒油，一旁的食客三五成群，烟熏火燎
中，一起感受着来自陕北高原的烤肉魅力。

这并不是延长烤肉第一次出现在宜兴。今年 10月
11日，总投资 400万元的“宜延之家”特色美食项目——

“延安味道”延长烤肉宜兴总店正式投入试营业。该店
以“延长烤肉+延长啤酒”为载体，将延长的地域美食文
化、优质农产品等带到宜兴，与宜兴本地特色美食美美
相融，别具一番风味。

据延长县驻宜兴市联络站主任宋凯介绍，店内所用
牛羊肉等烧烤食材，均为当天从延长县运来的新鲜肉
品，烧烤师傅及厨师均为延长当地烹饪制作经验丰富的

“老师傅”。
从延长到宜兴，延长烤肉走了1300余公里，这不仅仅

是地理概念上的行走，更是宜延两地双向协作的深情见证。
今年是宜兴与延长对口协作的第八个年头。近年

来，两地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着力在农业产业、美食经济、特色文旅、人才交流等
方面开展合作共建，使得“宜延友谊”品牌越擦越亮。在
两地共同努力下，宜兴延长亲如兄弟，正携手并肩、跨越
山海，携手共赴美好未来。

本报讯（通讯员 刘娟）“你们今年又来了，真的
太感谢了……”在延川县大禹街道眼头塬行政村的谷田
里，村民们与一群身着蓝色加油站工服的“帮手”穿梭在
田地里。这群“帮手”的到来，让农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这群“帮手”是中国石油陕西延安销售分公司的工
作人员。今年，已经是他们在眼头塬行政村助农增收的
第七个年头了。2018年，该公司在眼头塬行政村建立了
帮扶基地，结对帮扶发展特色产业，从春送良种、捐赠农
具、技术指导，到秋季帮收、订购销售，助农惠农活动一
帮到底、一条龙服务，带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今年 7月份下了雨，我们就开始民锄、拢、补种，他
们全程帮助我们。”村民高耀说。

“这个村的地理位置好，产出来的小米穗大、米质优
良，熬出来的小米汤特别糊，营养价值非常高。”该公司
综合管理办公室经理董严慧说。

阳光不紧不慢地洒在田地里，与大家劳作的身影交
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丰收画卷。一
把剪刀，一双手套是劳动的标配。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劳
作下，不一会儿，一个个篓子里便装满了沉甸甸的谷子。

“下一步，我公司将继续加强与村上的沟通和交流，
帮助他们将产业做大做强，助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过
上更好的日子。”严慧说。

养老院里老人的生活应该是怎样
的？坐在摇椅上晒太阳？聊天？看电
视？

在黄龙县中心敬老院，一些老人们

的生活可不是这样，他们玩音乐、下象棋、
画画，每天过得既充实又丰富多彩。

“来来来，看看我画的老头像不像？”
“好着呢，像着呢……”

走进敬老院，这位提笔作画的人名
叫陈公林。只见他调色起笔、勾皴点染，
转瞬之际，一幅惟妙惟肖的水彩肖像呈
现在纸上。

很难想象，老人如此娴熟的技艺，全
都是自学自悟练出来的。

说起自己的绘画人生，陈公林老人
乐呵呵地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以前，吃
一顿热乎的饭菜、有一个温暖的房间都
是奢望，每天都在为了生计忧虑，哪敢想
象现在无忧无虑画画的日子。自从
2021年来到黄龙县中心敬老院，在护理
人员的帮助下，他又开始了自己从小喜
爱画画的手艺，弥补了之前的遗憾。

利用绘画时间，来打发晚年的时光，
几年下来到底画了有多少张，老人自己
也记不清楚了，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和
其他老人看过之后，都赞不绝口。

“他经常在养老院里画画。今天才
发现已经画了这么多，而且画得都很好，
相信他以后会画得更好。”黄龙县中心敬
老院老人贾洪臣说。

惟妙惟肖的老虎画像、色彩斑斓的

人物肖像水彩，陈公林老人的作品越来越
成熟。对于老人来说，这不仅是兴趣爱
好，更是老人重拾生活信心的精神食粮。

老人爱好画画，敬老院工作人员也很
支持他、经常鼓励他，并为他购买纸张、笔
墨、颜料等文具，希望他坚持创作。

“从小我就爱画画，一直有个当农民
画家的梦想。来到养老院以后，有吃的、
有喝的、有穿的，不用操任何心，我有了大
量的时间来实现我的梦想。”陈公林高兴
地说，“他们对我也很重视，没有材料了他
们就给我买，所以我更加有心劲。”

据了解，该院很多老人都各有擅长爱
好，为了更好地鼓励他们，院里特意开辟
了小菜园，设立了活动室，购买了花种、象
棋、画具等，让老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热
情，尽情展现自身特长。

“把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作为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来抓，我
院充分发掘老人潜力，培养兴趣爱好，提
高老人幸福感、获得感，让老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黄龙县中心敬老院副院
长彭秀群说。

陈公林：绘出晚年幸福生活
通讯员 陈子龙

● 陈公林（右二）为院友画画

检修管网保供暖

延长烤肉跨越千里
香飘宜兴传递友情

村上来了“蓝朋友”挥剪收谷好身手

● 工作人员对管网进行检修

● 工作人员帮助村民收谷子

● 后台化妆

《乾坤湾》里有乾坤
通讯员通讯员 张伟张伟 康烁康烁

● 研究剧本

●“文华奖”奖杯

● 精心演绎

● 苦练技艺 ● 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