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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张歆、通讯员
赵玉芳）“长江从历史走来，荆楚从长
江走来……家住长江边，我的家，你
的家，我们的家！”5月31日，经典长
江文化题材舞台作品——大型地域
风情舞蹈诗《家住长江边》时隔多年
后再次登上湖北剧院的大舞台。

《家住长江边》创排于2006年，
此次演出由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复
排。该作品以江为线，以水为魂，以
三峡、巴土、神农架、武当山、洪湖5
个文化旅游品牌为珠，运用音、舞、
诗、画等艺术手段，尽显荆楚大地钟
灵毓秀的山水风情、精彩绝艳的历史
文化与乐观昂扬的人文风韵。

演出现场，舞台流光溢彩、如梦
如幻，演员们身着华美绚丽的服饰，

以充沛的感情投入、精湛的舞蹈技
术，生动再现了长江两岸的民族风
情、民间风俗和人文风韵，造就一幅
摇曳生姿的人文山水风情长卷。

“通过舞蹈形式领略了三峡风
情、洪湖的鱼米水乡、武当太极等文
化元素，非常有亲切感！”慕名而来的
湖北籍学生梅晨感言，看到一幕幕精
美的表演，瞬间唤起了对家乡人文风
情的美好记忆。

据悉，《家住长江边》曾荣获文化
部第十二届文华大奖、第八届中国艺
术节“观众最喜爱剧目”第一名，入选
文化部2009—2010年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工程精品剧目，在海内外
演出290余场，是我省继歌剧《洪湖
赤卫队》后又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舞蹈诗舞蹈诗《《家住长江边家住长江边》》复排首演复排首演

魂牵三峡，梦寻神农、情惊巴土、
云依武当、鱼恋洪湖……一幅幅瑰丽
迷人、摇曳生姿的长江人文风情画
卷，在舞台上依次展开，如梦如幻，如
诗如画。深深陶醉现场全体观众。

5月31日、6月1日晚，由湖北
艺术职业学院复排、湖北青年实验
艺术团演出的大型地域风情舞蹈
诗《家住长江边》，在湖北剧院精彩
首演。

演出结束，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全体演员多次谢幕，不少年轻演员忍
不住热泪盈眶。历时数月复排，全体
演职人员全力以赴，挥洒汗水，终于
赢来首演的精彩绽放。

传承经典，撒播荆楚魅力

集歌舞音画于一体，融山水人文
于一炉，热情讴歌荆楚大地、长江两
岸的千秋神韵和万里风流。创排于
2006年的《家住长江边》，是湖北舞
台艺术的精品代表之一。

长江文化，魅力无穷。为进一步
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2023年以
来，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根据湖北省文

化和旅游厅工作安排，启动复排地域
风情舞蹈诗《家住长江边》等经典长
江文化剧目。

该学院湖北青年实验艺术团担
起此次复排的重任。艺术团的主力
阵容，由优秀青年教师和层层选拔出
来的优秀舞蹈专业学子组成，平均年
龄20岁出头。自今年3月起，80余
名演员加班加点，投入到了紧张的第
二轮复排训练中。

“男女演员各分成两组，每组20
人，除了平时自己训练，大家主要利
用每天晚上的时间进行高强度集
训。”本次复排执行导演、湖北艺术职
业学院舞蹈学院院长、湖北青年实验
艺术团团长卢慧介绍，《家住长江边》
舞蹈难度大，艺术要求高，对以在校
学生为主的演员们来说，挑战性不言
而喻。几个月下来，大家靠着一股拼
劲终于圆满完成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当年曾参演
过《家住长江边》的演员，如今已转入幕
后或担任骨干角色。对他们而言，“传
承经典”有着更为深刻而神圣的切身体
验。“10多年前我就参演了这部剧，时

隔多年再次排演，感到十分亲切和振
奋。希望通过一代代演员的努力，把这
部经典之作更好地传承下去。”青年教
师、艺术团舞蹈队长王苗说。

精益求精，在淬炼中成长

《家住长江边》美轮美奂的呈现
背后，凝聚着全体演职人员的无数心
血和汗水。

担纲剧中双人舞的周袁俊彪、戴
文昕，都是从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成长
起来的优秀青年演员。“14年前我们
只有12岁，参演《家住长江边》时演
的是小蛤蟆。现在担纲更为重要的
角色，愈加感受到了这部经典之作的
艺术魅力。”两人表示，复排最难的是
对原版精华的再现，为此他们一直在
用心琢磨，刻苦练习，精益求精，“这
部作品让我们更加感悟到了什么叫
艺无止境。”

《家住长江边》舞蹈形式多、群
舞场面多、场景切换和服装更换频
繁，对导演团队和演职人员都是极
大的考验。“我们的演员以年轻大
学生为主，他们舞台经验不多，上

场容易紧张，这就需要日常训练中
老师们的百倍付出，还有每次上场
之前的具体指导和步步紧盯。”卢
慧介绍。

对年轻演员们而言，参演《家住
长江边》这样的大型剧目，无疑是一
次十分难得的成长历练。今年20岁
的大二学生袁玉璐表示，在复排演出
中，老师们倾心指导，队友们精诚合
作，大家的专业技能、团队协作精神
和舞台经验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登上省级、国家级舞台，已成为
湖北艺术职业学院学子必经的修
炼。近年来，该校通过《家住长江边》
《哀鸟鸣》《响宴》《洪湖水浪打浪》等
精品剧目的排练演出，极大锻炼了教
学团队，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艺
术综合素养。

该校党委书记、校长杨峻峰表
示，此次复排演出是该校深化艺术职
业教育改革的一次实践，“学校致力
于将湖北青年实验艺术团打造成师
生教育教学实践（舞台实践）的载体、
双师型队伍建设的载体、舞台精品创
作的载体、服务社会的载体。”

挥洒汗水 传承经典 再现精品
——《家住长江边》复排台前幕后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农新瑜 通讯员 叶淞

湖北日报讯（记者祁泉、彭磊、
薛婷、通讯员易相志、刘俊）“一点眼
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点天庭，
吉星高照，鸿运当头……”6月2日，
2024年“甲辰龙腾 盛世中华”全国
龙舟大联动活动暨湖北省龙舟公开
赛（黄石阳新站）决赛在阳新县莲花
湖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启动。

来自武汉、宜昌、襄阳、黄石、咸
宁、黄冈等地的38支龙舟队、1100
位参赛选手参与角逐。比赛分为公
开组、混合组和地方组3个组别，有
12人龙舟200米和500米直道赛，
赛程为期一天半。

莲花湖上，节奏感十足的鼓声震
耳欲聋，船桨激起的水浪声不绝于
耳。一艘艘龙舟犹如色彩斑斓的出水
蛟龙，在宽阔的湖面奋楫争先。湖岸
边，围观群众里三层、外三层抢占最佳
观赛场地，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

经过激烈角逐，阳新县军垦河头
屋村获得地方组500米直道赛22人
龙舟第一名；武汉体育学院获得混合
组总成绩12人龙舟第一名；武汉商
学院获得公开组总成绩22人龙舟第
一名。

阳新的端午节赛龙舟历史悠久，
起源可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
有超过200年的历史。兴国镇、浮屠
镇、龙港镇、排市镇等水域丰富的乡
镇，都有端午赛龙舟的习俗。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阳新县就组织举办了
全县端午龙舟赛活动。

来自襄阳的襄虎龙舟队进入本次
决赛圈，成员均为在襄创业、兴业的闽
籍企业家。该队负责人表示，湖北、福
建两省赛龙舟的历史源远流长，他们
已经在襄阳、宜昌、黄石等地参加多场
龙舟赛事。“目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
40岁，但我们坚信爱拼就会赢。”

38支龙舟队1100位选手角逐阳新莲花湖

全国龙舟大联动暨湖北省
龙舟公开赛（黄石站）决赛落幕

6 月 2 日，龙舟赛选手在阳新县莲花湖国家湿地公园竞渡迎端午。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通讯员 易相志 周巍 摄）

大型地域风情舞蹈诗《家住长江边》。（湖北艺术职业学院供图）

湖北日报讯（记者艾红霞）为
减轻三峡库尾河段淤积，保障三峡
水库防洪库容安全，2024年库水位
消落期间，根据上游来水来沙情况，
长江委在4月25日至29日和5月7
日至17日分别实施两次库尾减淤
调度，减淤效果显著，共冲刷泥沙
393万立方米。

据介绍，4月25日至29日库尾
减淤调度期间，三峡水库日均出库流
量加大至13000立方米至14000立
方米每秒，水位总降幅达2.02米，日
均降幅0.4米左右。5月7日，结合上
游涨水和水库消落进程，长江委再次
开展三峡水库库尾减淤调度，5月7
日至17日，三峡水库日均出库流量加
大至14000立方米至16000立方米
每秒，期间三峡水库坝前水位总降幅
达5.32米，日均降幅0.48米左右。

为科学评估减淤调度效果，长江

委会同三峡集团组织长江委水文局
开展减淤调度期间三峡库尾河段地
形观测，动态追踪河道冲淤变化。实
测资料表明，减淤调度期间三峡库尾
河段共冲刷泥沙393万立方米，其
中：重庆主城区河段冲刷泥沙33万
立方米，铜锣峡至涪陵河段冲刷泥沙
360万立方米。特别是145—175米
高程之间的防洪库容内冲刷泥沙
132万立方米，有效恢复了水库防洪
库容，减淤调度取得预期效果。

自2010年开始，我国在三峡水
库开展库尾减淤调度研究，长江委分
别在 2012 年、2013 年、2015 年、
2019年、2022年、2024年成功组织
开展了6次减淤调度实践，库尾河段
累计冲刷泥沙2660万立方米，其中：
重庆主城区河段冲刷泥沙519万立
方米，铜锣峡至涪陵河段冲刷泥沙
2141万立方米。

冲刷泥沙393万立方米

三峡水库库尾减淤调度圆满结束

“电动自行车不能一夜都在充电，易
发生火灾。”……这是5月29日19时许，
鄂州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
工作专班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在全市开展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集中夜查行动
的一幕。

夜查当晚，市公安局、消防救援支队、
市场监管局、应急局、住建局、交通运输
局、生态环境局、经信局、商务局、自规局、
城管委、供电公司联合组成四个工作组，

在鄂城区范围开展检查。其余各区、各部
门参照市级分组同步开展夜查。

“我们以高层民用建筑、自建房、
‘三合一’、沿街门店、夜间经营使用等
场所为重点，集中检查电动自行车违规
停放充电、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架空层
消防安全条件等方面，并对电动自行车
擅自改装原厂电气配件、拆改限速等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检查。”鄂州市电动自
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负

责人介绍。
当晚，鄂州交警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

冲红灯、走机动车道、逆行、酒后驾驶电动
自行车，以及伪造号牌、不佩戴安全头盔、
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

此次行动，该市共成立132个检查
组，检查住宅小区310个、自建房626个、
沿街门店752家，清理违规停放充电车辆
1181辆，发放宣传资料3600余份。

（王厅 张顺）

鄂州：集中夜查为电动自行车安全护航

近日，武汉黄陂区法院探索建立“公
证+执行”司法辅助事务协同机制，通过
调查令的形式委托公证机构对涉企执行
终本案件进行线下财产调查，以执行机制
创新破解执行难题。

近年来，黄陂区法院多措并举持续

推进涉企执行“繁简分流”。深化执行
财产一体化处置改革，将物业费等执行
到位可能性较大的小标的案件、同一银
行信用卡纠纷案件、罚金案件等集约至
专人办理，提高小标的涉企案件办理效
率。完善执源治理多方联动机制，协调

审判部门以执行通知前置推进执前和
解，广泛凝聚调解组织、居（村）委会、
社区网格等力量，多形式多路径推进执
前调解，实现执行纠纷分层化解、快慢
分道。

（钱雨民）

黄陂法院：“繁简分流”促执行
5月 31日，武汉市梁子湖水

产集团机关干部职工勇做“湖泊
卫士”，赴汤逊湖集中开展“守一
湖碧水 树清廉新风”主题活动。

8 时 40 分，主题活动开始。
梁子湖水产集团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安新闻现场领学加强新时
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干
部职工们认真聆听，将廉洁自律
铭记于心。

梁子湖水产集团党委书记、
总经理程庆武带领干部职工举起
右手庄重宣誓：“我宣誓，严格遵
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忠
诚坚定，廉洁从政，廉洁修身，廉
洁齐家，担当尽责，自觉接受党和
人民监督……”铿锵有力的廉政
宣誓，表明了梁子湖水产集团干
部职工坚守廉政底线、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主题活动最后，梁子湖水产

集团干部职工在湖滩上开展了一
次风风火火栽种芦苇、莲藕活
动。饱满的热情、辛勤的汗水，职
工们手持铁锹在岸边和湖畔分工
合作、互相配合。选种、扶苗、挖
坑……一株株芦苇苗在湖岸边牢
牢扎根；橡胶工作服、塑胶手套、
精选莲藕种……粒粒莲藕种在湖
畔上“安居乐业”。

据统计，主题活动现场共栽
种芦苇400余株，莲藕200株。这
些水生植物不仅装饰了汤逊湖的
美，净化了水质、稳定了地质环
境，更让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
洁文化深深植根于梁子湖水产集
团干部职工心中。

梁子湖水产集团负责人表

示，此次活动既是廉洁教育的
一次创新尝试，也是强化干部
职工教育监督的一次具体实
践。通过沉浸式体验，进一步
增强了集团干部职工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营造了风清气正的
良好氛围，推动清廉国企建设
行稳致远。

今年以来，武汉市梁子湖水
产集团持续推进清廉国企建设
走深走实，围绕“政治清明、企业
清廉、员工清正、文化清朗”新时
代清廉国企建设目标，聚焦集团
主责主业，创新清廉活动形式，
不断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
清廉国企建设活动，让清廉国企
建设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赋
能提效。

（林玲）

梁子湖水产集团深入开展清廉国企建设活动

江陵县三湖管理区：“三色引擎”驱动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江陵县三湖管理区持续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探索实
践“党建+”有效途径，深化“红黄绿”三色党建
工作，促进“党建+产业+生态”有机融合，加快
推进“一业一镇一区”建设，全力谱写全域绿色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抓实“三个强化”建强红色堡垒

三湖管理区党委始终把党建工作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努力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
建设“一业一镇一区”提供更加坚实的组织
保证。一是强化党建责任。管理区党委每

季度召开专题会研究党建工作，并与中心工
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完善“书记抓、
抓书记”党建责任体系，落实党组织主体责
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
责”，完善党建联系点，每月到联系点调研、
督办党建重点工作。二是强化学习教育。
开展党纪专题学习，制定培训计划，重点对
社区干部采取领导专家讲、外出考察学、相
互交流借鉴等形式分层次分类别按需求做
好教育培训。三是强化队伍建设。突出社
区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形成“头雁”领航、“群
雁”齐飞的良好局面。

做好“三个坚持”壮大金色产业

三湖管理区持续发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强
镇的优势，围绕江陵县委、县政府“做强黄桃产业
链、打造‘三产融合’样板”的总要求，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一是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政策支持，党
员干部示范带动，全区4个党员黄桃种植示范基
地通过提高种植技术，提升单位面积产量，确保
亩产量达到4000斤以上。二是坚持融合发展。
按照“桃花观光欣赏、桃果精深加工、桃枝变废为
宝、桃园综合利用”的思路推进黄桃全产业发展，
通过加大宣传、品牌建设，提升黄桃罐头、黄桃

酒、桃酥的知名度。围绕桃园综合利用，房前屋
后桃园养鸡养鸭，桃田套种生姜等其他农产品。
打造三产融合发展典范。三是坚持优田优稻。
好田产好米，2024年管理区将实施优质粮食工
程全覆盖，深化与华中农业大学及“双水双绿”研
究院合作，建设2万亩黑米稻种植基地，加快推
进黑米加工基地建设，促进农业增效、群众增收。

突出“三个发挥”筑牢绿色屏障

绿色是三湖不变的底色，三湖管理区以
“党建红”赋能“生态绿”，积极做好洪湖流域水
生态治理保护工作。一是发挥党组织的政治

引领力。成立了洪湖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了各社区的属
地责任。将全区34条河渠编入网格，构建“横
向到底、纵向到边”的网状工作体系。二是发
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动力。开展“洁渠清岸 共
同缔造”活动，机关45名党员干部全部下沉，
社区130名党员志愿者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扛
牢河湖长制、林长制责任。三是发挥“共同缔
造”强大合力。各社区以党员大会、职工代表
会议、屋场院子会、村村响广播、微信公众号等
多种形式，宣传洪湖流域水生态治理。

（刘华 孔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