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文 说 旅

商旅
责任编辑：陈雪峰 编辑：程兰霞 校对：徐敏 2022年10月26日 星期三邮箱：ycshzk@163.com 电话：15961942107

10

滨海：

绘制“沿海绿城”新画卷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
第二批江苏省示范小剧场和小剧
场精品剧目认定结果，登瀛老茶馆
被认定为江苏省示范小剧场，盐城
市淮剧团淮剧《老荆树下》被认定
为江苏省小剧场精品剧目。

“渎上·老西门”街区的登瀛老
茶馆，占地面积 500 平方米，既是来
往群众品茶、休闲的场所，也是各路
名家、地方名角服务市民、展示技艺
的舞台，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实践场所。整个茶馆可以容纳
160 人。目前，这里已开设了“红色
小剧场”，宣传新思想、讲述红色故
事。每天下午和晚上举行惠民演
出，时长一个半小时左右，举办深受
大众喜爱的相声、淮剧、话剧、二人
转、脱口秀、地方小品等表演。

淮剧《老荆树下》是根据吴兴
人的《醴泉寺》改编而成。该剧讲
述 了 范 仲 淹 因 幼 年 丧 父 ，穷 困 落
魄，曾被醴泉寺众位高僧收留，在
醴泉寺攻读诗文，受寺中热粥热菜
接济度日。后来，求取功名后被派
往延州担任三军统帅，抗击西夏李
元昊。公元 1040 年，河南醴泉寺遭
遇火灾，小和尚觉文不远千里来到
军中求助范仲淹重修寺院。但范
仲 淹 是 个 清 官 ，一 向 秉 公 廉 洁 办
事。既不能为修寺庙扣军饷，又不
能催百姓交钱粮，恩人有难又需要
帮，左右为难之际，经两只老鼠的
指点，得知在原寺庙树下有两坛金
银，使得寺庙得以重建。“荆东一池
金，荆西一池银，一半修寺院，一半
济僧人。”该戏通过神话的写法，道

出了范仲淹廉洁秉公，密覆不取的
高尚品格。

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全市小
剧场规范化建设，每年在街区、社
区、景区、场馆等地新建改建一批
小剧场，着力打造群众喜爱的新型
城市文化空间，已建成各类小剧场
54 个，其中景区类 11 个，场馆类 14
个，社区类 25 个，商场类 4 个，公益
性占比 80%左右。

我市小剧场剧目孵化创作力
度 不 断 加 大 ，通 过 新 剧 本 通 稿 评
奖 ，创作推出 12 部小剧场原创剧
本，推荐给文艺院团、小剧场运营
主体单位创排。其中小剧场淮剧

《裂帛》、戏曲《幽夜昙》获首届“紫
金 戏 剧 文 学 奖 ”，小 剧 场 淮 剧《裂
帛》、杂技诗剧《四季江淮》入选省
艺 术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小 剧 场 话 剧

《为钱癫狂》（又名《幸福来敲门》）
入选江苏省首批小剧场精品剧目。

我市还积极打造贴近百姓生
活、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主题性小
剧场活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今年 8 月 25 日至 11 月期
间，市委宣传部与市文广旅局联合
举办“盐风海韵”2022 盐城市小剧场
艺术季活动，在全市7个特色小剧场
为市民连续奉上 28 部（台）、45 场形
式多样、精彩纷呈的小剧场演出，其
中既有传统的淮剧、越剧、杂技剧、
综艺，也有新潮的话剧、舞剧、儿童
剧、音乐会、脱口秀等，体现贴近时
代、贴近人民，扎根生活、服务基层
的特点，具有较好的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特
别是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滨海县勇当向海图强排头兵，
全 力 做 好 海 的 文 章 ，加 快 文 旅 融
合，打响“河海相邀 大美滨海”文
旅品牌，将滨海建设成康养宜居、
和谐共生的“沿海绿城”。

红色热土、黄河故道、蓝色海洋
“三原色”汇聚起滨海坚定前行持续
发展的磅礴力量。中华诗词之乡、
中国楹联之乡、中国书法县三张名
片尽显墨香滨海诗意美。梨花语休
闲、沿海自然风貌康养串联着诗意
与远方。近年来，滨海县以创建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积极策
应和服务黄海新区建设，突出重点，
打造亮点，坚持不懈，深化文旅融
合，让城市更有质感。

滨海县编制《滨海县全域旅游
发展规划》，加快构建全域旅游格
局 ，以 黄 河故 道、淮河 入海水 道、
沿 海 三 条 生 态 旅 游 廊 道 为 重 点 ，
串 联 打 造 万 鸟 天 堂 、月 亮 湾 等 特
色 节 点 ，提 档 升 级 县 城 梨 花 语 休
闲 、沿 海 自 然 风 貌 康 养 等 旅 游 线
路。根据滨海港片区五大主导产
业布局，在渔港渔村美食一条街、
海 洋 牧 场 、灵 龙 湖 旅 游 设 施 添 设
温 泉 浴 场 、抹 香 鲸 海 洋 馆 和 冰 雪
大 世 界 等 文 旅 项 目 上 下 功 夫 ，招
引 投 资 亿 元 以 上 文 旅 企 业 。 同
时，创新“文化展示+旅游消费”产
业模式，培育“小而精”“小而美”的
特色项目。

滨海县紧扣“河海相邀 大美滨
海”主题，引入专业策划团队，对旅
游品牌宣传、特色活动营销、文旅
资源推介和休闲旅游线路打造进
行全方位升级，多维度展现滨海文
旅特色，提升对外知名度、美誉度
和影响力，全力打响“滨海文旅”品
牌，成功举办 2022 盐城滨海（镇江）
文旅推介会。结合梨花语景区、月
亮湾景区、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
城北图书馆分馆等项目，滨海县推
进“互联网+”文旅场景建设，新建
元宇宙体验中心和管峻书房，抢抓
数字化发展机遇，培育打造一批有

深度体验的网红打卡地。精心设
计 4 个特色旅游片区，即以梨花语
景区和县城景点为主的西片区，以
月亮湾景区为主的东片区，以八滩
民俗酒香为主的中片区，以顾正红
烈士故居及展陈馆为主的南片区，
构建滨海特色文化体系和产业集
群。

同时，滨海县着力培育新兴业
态，主动顺应群众消费心理和市场
需求新变化，举办露营节、网红打
卡点和摄影大赛等特色活动，发展
灯光秀、沉浸式演出、音乐节等时
尚文化业态，创造性开展文化馆新
馆、美术馆新馆、淮剧团和大剧院
启用等系列文化活动；提升文化惠
民服务品质，丰富群众文化供给，
提供“春之韵”“夏之风”“秋之恋”

“冬之颂”四个篇章的“文化四季·
精彩滨海”惠民服务，举办文化惠
民巡演百村行等活动，举办农民文
化艺术节、广场文化艺术周等特色
品牌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滨海县打造艺
术精品力作，创作一批优秀文艺作
品，小淮戏《菊花开了》获省“五星
工程奖”；创排淮剧大戏《又见盐蒿
草》；创作淮剧《红色浪漫》等作品，
冲刺省级奖项；绘制《宋公堤》书画
长卷。全年完成音乐、舞蹈作品 10
部以上，省市有影响的美术作品 15
幅以上。

滨海县加大保护传承文化力
度，省级非遗项目何首乌加速产业
转型，“正红故里、宋堤丰碑、红色
堡垒”红色文化名片影响力有力提
升，两处景区景点入选“喜迎二十
大 见证新江苏”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 ，实 施 滨 海“ 乡 村 文 化 记 忆 工
程”，建立滨海乡村文化记忆信息
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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