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2.4 星期三
主编：黄斌 版式：樊平

文化 07

出门在外，登名山大川、访遗址古巷、打卡网红
景点与热门目的地，游客们也成为一道“流动风景
线”。

对此，湖北各地坚持做好入出境旅游和国内旅
游文明提醒工作，督促旅行社把好组团关、落地关和
行程关，规范强化行前教育和告知制度。导游领队
做到全程引导，提醒入出境游客入乡随俗，遵守当地
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防范不文
明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和安全风险。

作为湖北旅游市场的排头兵，湖北康辉国际
旅行社在出境游包机项目深耕多年，与柬埔寨、泰
国、韩国、俄罗斯、巴厘岛等地均建立了友好沟通
桥梁。

多年来，无论是省内省外游，还是出境游，湖北
康辉均将文明出行作为整个旅行社各业务环节的重
点内容。在每一次出游之前，带队工作人员都会在
微信群里发布“文明行为公约”，从维护环境卫生、遵
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名胜古迹、爱惜公
共设施、尊重各地（国）习俗等各个方面，事无巨细地
与每一位游客展开文明出游的“君子之约”，号召大
家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把文明铭记于心并见诸
行动，做文明旅游的代言人与践行者。

除此之外，湖北各地还通过提升从业人员文明
引导工作水平、扎实推进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创建工
作、强化旅游不文明行为监督管理，坚持注重实效和
保持长效相促进，推进全省文明旅游工作走深走实。

今年5月19日，以“畅游中国，幸福生活”为主
题的2024年中国旅游日湖北主会场活动在恩施州
利川市腾龙洞景区举行。武汉学知悟达旅行社、湖
北顺达国际旅行社、湖北当当国际旅行社、武汉新世
界酒店、襄阳富力皇冠假日酒店、咸宁碧桂园凤凰温
泉酒店、襄阳尧治河旅游度假区、荆州楚王车马阵景
区、荆门极客公园、孝感湖北金卉庄园、武汉革命博
物馆、宜昌博物馆、黄冈市博物馆13家单位荣获

“2023年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随着更多力量
的加入，湖北文明旅游拥有了更广阔的阵地、更坚实
的基础。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湖北将文明旅游工作纵深
推进，让文明之风景春色满荆楚，悦目更赏心。

景美人更美 悦目更赏心

文明旅游，绘就荆山楚水之外的风景线
文明旅游，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在游景点和看美景

的同时，文明的服务者、文明的出行者，同样也是一道靓
丽风景线。

10月25日，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第三批46家
国家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评定结果进行公示。湖北省十堰

市武当山风景区、湖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上榜。
今年以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强化公众文明旅游意识，持续营造
文明旅游、诚信服务的良好行业氛围，促进文化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幸福生活需要，湖北省文化和旅
游厅全面统筹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服务质量提升、入境旅
游便利化、消费环境改善等工作，进一步在全省范围内营
造文明和谐、安全有序、舒适健康的旅游环境，让荆山楚
水景更美，知音相遇情更浓。

去年 11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国内
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年）》，提出到
2025年，国内旅游宣传推广效果要更加明
显，优质旅游供给要更加丰富，游客消费体
验得到有效改善，旅游公共服务效能持续
提升。

湖北在推动文明旅游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的同时，不断从理念上根植，从行动上深
化，从宣传上出新出彩出成效，鼓励和引导
全省旅游景区、旅行社、星级饭店、文博场馆
等单位举办以“文明旅游 美丽中国”为主题
的系列宣传活动。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行业协会、市场主体、公益组织积极组织
举办“文明旅游 美丽中国——百城千景在
行动”主题活动，大力营造文明旅游氛围，强
化公众文明旅游意识。

4月，在樱杏桃梨次第开之际，湖北召
开“知音湖北 宾至如归”旅游服务质量提升
座谈会。会上，湖北省旅游协会发布《诚信
经营优质服务倡议书》，倡导全行业诚信经

营、优质服务，充分利用“双向奔赴”的热潮，
为游客提供优良的旅游产品和优质的旅游
服务。

在五一、暑期、十一等重要节点，以及
“中国旅游日”等重大活动，湖北各地也通过
发布文明旅游公约、宣传手册、海报，广泛倡
导文明礼仪、文明语言、文明习惯，强化文物
和生态保护、制止餐饮浪费、垃圾分类等宣
传，普及文明旅游知识。

围绕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从旅游志愿
服务到游客自发行为，文明旅游之风已遍吹
荆楚，山河之美与文明之美相得益彰，得到
各方肯定和支持。

十堰市武当山风采导游公司被评为全
国青年文明号，武当山景区“小红帽”特色志
愿服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游客提供帮扶
与救助，成为崇山峻岭中一抹亮眼而温暖的

“武当红”；盛夏时节，宜昌市在两坝一峡、三
峡大坝、三峡人家、清江画廊、三峡大瀑布、
屈原故里等景区同步启动“关爱导游送清
凉”志愿服务，获得来宜游客的纷纷点赞。

5月，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向美而
行”——全国文明旅游公益宣传片征集展
播活动。其中，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制
作的《知音湖北 文明旅游》宣传片在众多
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文明旅

游优秀公益宣传片十佳作品”。镜头之
中，通过讲述一个个“知音故事”展现湖北
文明旅游的大光辉、大能量；镜头之外，文
明、健康、绿色的旅游新风尚成为广泛社
会共识。

“您好，这边一共是6人用餐，建议可以
采用N－1的点菜方式。”“本店提供免费打
包服务，可以帮您将剩下的菜品打包带走。”

在湖北，各大A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
饭店鼓励游客适量点餐、理性消费，杜绝舌
尖上的浪费已经成为常态。不仅服务人员
的温馨提醒时常在耳边响起，“浪费可耻、节
约光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爱惜粮
食、反对浪费”等宣传标语、海报、视频、点餐
提示也随处可见。

除此之外，各大餐饮场所也积极优化供
给形式、丰富餐品规格，提供各类小份菜品，

还推出“光盘”兑换果盘和票券等福利。
今年11月，湖北省旅游协会旅游饭店分

会发布《湖北省旅游住宿业限制一次性塑料
用品倡议书》，号召全省星级饭店、绿色旅游
饭店、等级旅游民宿和星级旅游船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带头严格执行限制一次性塑
料用品的相关规定；在经营服务中，号召行
业优先采购和供应易降解、可回收再利用的
绿色环保产品。

据悉，今年以来围绕光盘行动、塑料污染
治理、理性参团等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湖北
各地持续开展系列行动，培养广大游客文明

意识和行为习惯，让游客们欣赏美丽风光、品
尝地道风味的同时，减少浪费现象的发生。

湖北各地号召旅游从业者与广大市民
诚信经营、热情服务、礼貌待客，持续擦亮

“知音湖北”的金字招牌。荆门、孝感、随州
等地在各类文旅活动期间，面向省内外的旅
行商、银发族、大学生等群体，展开多样化与
全方位的文明旅游宣传与志愿服务。

其中，荆门市成功举办“知音湖北 遇见厚
道荆门”2024年百家外地旅行商荆门踩线推介
活动，邀请更多人来荆门感受美丽山水风景、厚
道待客之道；孝感市则在全省公务员考试、事业
单位招考等大型考试期间，累计为来孝考生发
放4万多份“大礼包”，涵盖旅游地图、文明旅游
倡议指南、文创产品和手提袋等；随州市举行全
市星级酒店服务技能大赛，拼技能、展风采，提

升员工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服务水平。
与此同时，各地也广泛组织与动员社会

各方力量，持续营造湖北文明旅游的大环
境。在潜江市龙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小小
讲解员走进景区，身着楚袍为游客进行免费
讲解服务，以萌娃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号召游
客们文明观展，感受荆楚文化的博大精深。
襄阳市积极组织市文明旅游志愿服务队、市
导游协会、市自驾游协会在主要景区景点、旅
游酒店开展多种多样的现场志愿服务，截至
今年10月覆盖影响人群超100万人次。

通过一举一动塑造形象，一言一行倡导
文明，湖北致力让文明旅游的成果惠及更多
人——本地市民乐享家门口的美景，外地游
客畅游诗和远方，每一位“知音”都能在这里
遇见无处不在的文明风景。

展开系列行动
实现文明旅游实践全民参与

强化宣传力度
助力文明旅游意识“春风化雨”

定下“君子之约”
进行文明旅游服务正向引导

湖北康辉文明旅游泰国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农新瑜 通讯员 张磐 王旭

17首歌曲有序串联、巧妙融合，交响乐团恢宏协奏，独唱、对唱、重唱、合唱等
多种形式荟萃，一曲曲情感真挚、风情洋溢的乐章在舞台上唱响，交织成一幅壮丽
多姿的长江音乐画卷。

12月2日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指导、湖北省文联和江汉大学共同出品的大
型音乐作品——声乐套曲《长江组歌》在武汉琴台音乐厅精彩首演。1300余名观
众现场观演，上百万网友通过直播欣赏了演出。演出现场，还邀请了60位快递小
哥、数百名高校学子以及小琴童观演。

17首作品握指成拳讴歌长江

湖北作为长江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为长江讴歌是荆楚儿女的心声。
《长江组歌》创作是湖北省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弘扬

长江文化的一次艺术实践。创作团队以“长江就是我们，我们就是长江”的创作理
念，力求通过独特的艺术视角、多元的音乐形式以及融合创新的艺术手段，讲述新时
代长江故事，彰显新时代长江气象，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和平发展的主题内涵。

大型声乐套曲《长江组歌》分为序歌、上篇、中篇、下篇与尾声5个部分，共17
首作品，总时长80分钟，包含独唱、对唱、重唱、小组唱、合唱等多种表演形式。

演出现场，由指挥家傅人长执棒，武汉爱乐乐团担任协奏，江汉大学春潮合唱
团合唱伴唱，贺磊明、万晓慧、王一凤、张轶、陈泳汐等省内外优秀表演艺术家轮番
登场，一首首新鲜出炉、饱含激情的歌曲精彩呈现。

从独唱到合唱，从悠扬的序歌到激昂的尾声，整场演出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
卷徐徐展开，令人震撼陶醉。无论是描绘自然风光的《格拉丹冬雪光》《三星堆》，还
是展现沿岸人文风情的《花儿》《彩云归》《稀客来到我的家》《龙舟竞自由》《绣江南》，
还是洋溢现代韵律的《外滩外》《海上路》，以情动人，诠释着长江的宏伟与美丽，引发
观众强烈共鸣。不少歌曲中，都融入了长江流域民间音乐元素，又不失现代音乐的
时尚感。尾声大合唱《我们就是长江》气势磅礴，将音乐会气氛推向高潮。

精彩的演出赢来热烈掌声，观众们纷纷表示，这部讴歌母亲河的大型音乐作
品感情真挚、气势磅礴，听后激发了对长江和家乡的热爱。

“《长江组歌》以宏大的叙事结构和丰富的表现形式，将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
歌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展现出了气势恢宏的艺术魅力。”
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的周老师表示。

填词谱曲过程“交流、交锋、交融”

浩浩长江，弦歌不绝。
省音协介绍，一直以来，湖北音乐人创作长江主题作品成果丰硕，积淀深

厚。上世纪80年代以来，省文联、省音协先后组织创作了《葛洲坝交响大合唱》
《穿越三峡》等大型交响声乐作品。进入新时代后，又组织开展多次“长江主
题”歌曲采风创作，为此次《长江组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江组歌》采取新型集体创作机制，著名作曲家方石担任组歌艺术总监、作曲
领衔，著名词作家唐跃生担任总撰稿、作词领衔。主创团队大部分为80后、90后的
湖北音乐新生一代，邀请了长江流域兄弟省市以及北京、深圳等地音乐人加入。

今年3月，省文联批准组歌创作方案，并向中国音协汇报论证后，正式启动创
作。此后，创作团队在宜昌、武汉、咸宁、巫山、重庆等地进行了5次集中采风创作，
多次召开作品研讨、改稿定稿会。

为了实现优中选优，创作采取集中式的创作方法，同一个主题多位词作家同
时创作，同一首歌词多位作曲家同时谱曲，再充分“交流、交锋、交融”，最终从50余
首作品中选定17首作品。

艺术总监方石表示，《长江组歌》是一部时代之作、传承之作、面向未来之作，
其创作力求在音乐本身、长江文化、中国新时代等多个层面上呈现出新气象，彰显
大气、地气与灵气，“以音乐的形式讴歌长江，是时代赋予音乐工作者的使命与职
责所在”。

大型音乐作品
《长江组歌》精彩首演

新作新人出圈

湖北“戏曲大码头”气象勃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农新瑜
通讯员 沈衍

黄梅戏名家、湖北省文联主席杨俊获评“中国
非遗年度人物”，新视觉黄梅戏《七夕传奇》进京演出
场场爆满，原创黄梅戏《女国医》参演第十届中国（安
庆）黄梅戏艺术节，省京剧院复排经典剧目《膏药章》
青春版精彩上演，原创现代楚剧《田耕牛本传》亮相
第八届湖南艺术节，央视《角儿来了》节目来鄂录制，
7位“梅花奖”得主齐聚湖北黄梅，《戏码头·戏曲真
功夫》电视节目获国家广电总局推优……

今年10月以来，湖北戏曲界好戏不断，喜讯
频传。

作为戏曲大省的湖北，近年来持续发力推动
戏曲振兴，尤其在剧目创编、人才培养、戏曲普及
与传播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戏曲大码头”雄风
重振，展现蓬勃新气象。

新作迭出
“戏码头”百花更艳

11月27日晚，武汉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
京剧《新虹霓关》在“武汉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
年精品剧目展演”中上演，引来新老戏迷满堂喝
彩。此前，武汉汉剧院复排青春版汉剧《王昭君》
也亮相该展演，赢得观众热捧。

这是湖北专业戏曲院团不断守正创新、倾力
打造新作的一个缩影。

湖北全省有京剧、汉剧、楚剧、黄梅戏、荆州花
鼓戏等32个戏曲种类。近年来，“京汉楚花黄”等主
要剧种不断推陈出新，阳新采茶戏、文曲戏、随州花
鼓戏等稀有剧种也推出新戏，地方戏曲百花更艳。

倾心铸精品，新作力作涌现。2022年以来，
京剧《母亲》《在路上》、汉剧《黎明》《夫人城》、楚剧
《万里茶道》《淬火》、花鼓戏《红荷》《河西村的故
事》、黄梅戏《舞衣裳》《女国医》等鄂产优秀新作唱
响全国。黄梅戏《舞衣裳》入选全国“新时代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40部优秀剧目之一；新编历
史京剧《优孟》、现代花鼓戏《外婆的澎湖湾》等亮
相舞台；原创楚剧《田耕牛本传》、黄梅戏《七夕传
奇》等多部剧目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近年来，湖北全省市县院团年均推出近20余
部整台大戏，多次参加中央新年戏曲晚会及国家
级展演。

新秀成长
绽放舞台挑大梁

11月20日晚，原创楚剧《田耕牛本传》在武
汉全新上演，50多位青春洋溢的年轻演员的表
现令观众惊艳，不少老戏迷欣喜不已：“楚剧后
继有人了。”这批新人，是去年刚从省戏曲艺术
剧院毕业上岗的定向班“戏苗子”。

2016年，湖北开全国先河，从全省小学毕业
生中定向招收157名楚剧、汉剧、黄梅戏“戏苗
子”，进行七年制集中培养。如今，经历严格磨
砺的他们走上专业舞台，开始挑起演出大梁。

近年，湖北省安排专项资金数千万元，支持
资助全省14个剧种20多个戏曲院团招收学员
900余名。

同时，全省经常性分门类举办行当培训班、
剧目传承提升班等，着力培养中青年戏曲骨
干。2018年起设立的“湖北省戏曲名家工作
室”，由戏曲名家采取“一对一、一带二”方式，每
年为1—2名青年人才传帮带，并坚持开展汇报
演出，极大地促进了青年人才成长。

2022年起开始的湖北地方戏青年表演优才
“培根”计划，迄今已完成三期。通过“定向”“定
人”“定戏”三合一模式，为地方剧种培养了一批
年轻优秀人才。

今年9月，湖北省京剧院与湖北艺术职业学
院联办的“戏曲表演京剧班”开班。历时一年从
全国层层选拔出的40名10—12岁的戏曲新苗，
踏上专业学艺之路。

多年浇灌结硕果，湖北戏曲人才队伍呈现出
“传承有序、新人辈出”的喜人局面。

与时俱进
时尚戏曲也“出圈”

依靠“年轻演员+网络引流”，如今每到周
末，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旗下武汉永芳古戏院的
演出几乎场场爆满，青春亮丽的戏曲演出吸粉无
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剧场。

今年来，省戏曲艺术剧院另一批20岁出头
的年轻演员驻演黄梅县东山问梅村景区，以街头
快闪、戏曲巡游、戏台表演等多种时尚形式表演
黄梅戏，引来游客打卡热潮。

与时俱进、竞相创新的湖北戏曲“大码头”，
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不少戏曲项目
火爆出圈。

“戏曲武打就在观众身边进行，大刀从你头
顶扫过，掌风把你的刘海吹乱……”近两年来热
演的武汉京剧院沉浸式小剧场京剧《一丈青》，让
观众大呼过瘾，在抖音上引发刷屏；

武汉汉剧院创排的沉浸式汉剧《贵妃醉酒》，人
气旺盛，开场“贵妃”一声长叹，即让观众瞬间入戏；

今年5月，武汉楚剧院新编楚剧《又从西厢
过》沉浸版在武汉商圈连演10场，场场爆满。其
主题歌《后西厢》更是圈粉无数，获评“年度国风
歌曲”，赢来现象级传播；

“戏曲大码头，活力正青春，相信一定会有更
多接地气、显才气、聚人气的湖北戏曲精品出
现。”湖北省戏剧家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编楚剧《又从西厢过》沉浸式演出。（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