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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如画，勾勒心中的远方
□记者 赵亮

线上线下互动 戏曲魅力真大
陈澄淮剧唱腔欣赏活动在江苏淮剧博物馆举行

畅游湿地之都，盐城遍地都是金山
银山。

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高颜值擦亮
生态底色，坚定不移绿色发展，创塑现
代化的美丽标识。近年来，盐城沿着

“强富美高”宏伟蓝图，不断书写勇当沿
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精彩画卷。

“众仙携手共登瀛，入画芳菲一望
平”。盐城是一座可以入画的城市，“唯
美”是最好的意境。这里兼具海洋、湿
地、森林三大系统，黄海的雄浑气魄与星
罗棋布的湖荡灵气在这里交相辉映，黄
海湿地是中国首个、也是唯一的海滨湿
地世界自然遗产。6月8日，盐城荣获国
际湿地城市称号，再添一张世界级名片。

盐城，是一方深受自然和历史眷顾
的风水宝地。这里东有滨海生态廊道，
中有串场人文古韵，西有湖荡湿地风
情，北有黄河故道遗风。旅游乡村灿若
繁星，旅游公路串珠成链，一路走来处
处是景，一年四季皆可游玩，一景一物
都是“复得返自然”的惬意。

在盐城，人们可以敞开心扉深呼
吸。这里的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全国前
20、江苏前列，是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
方。黄海森林公园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
的人造生态林园，负氧离子含量平均达
3800个∕立方厘米，最高达1万个∕立方
厘米。漫步盐城，一呼一吸都是肺的净化，
一步一行都是心的放松，可以来一场尽情
体验养颜洗肺、静心健身的康养之旅。

温馨如家，洋溢着暖暖的幸福。无
论你是远方的客人，还是异乡的亲人，
行旅盐城，是回家的距离。放下行囊，
就是故乡。伴随着高铁时代全面到来，
交通能级显著提升，盐城这座现代化城
市已全面融入上海“一小时都市圈”、北
京“一日商务圈”，县县通高铁，成为东
部沿海重要的高铁枢纽。今天的盐城，
天涯若比邻。

品味盐城，是家乡的味道。盐城是
全国重要的优质农产品基地，是长三角
地区唯一农业产值超千亿元的城市。

逛一逛田园乡村的农家果园，品一品盐
城特色的八大碗，尝一尝润胃健脾的鱼
汤面，一粥一饭都充满着家的温馨，一
点一滴都承载着儿时的记忆，让你享受
舌尖的诱惑。游在盐城，是到家的体验。

盐城还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的地
方。这里有绿荫掩映乡村的炊烟、清晨夜
晚街边的小吃，诉说着城市浓烈的烟火气
息；新弄里、数梦小镇特色街区一经开放
就是网红，“言+买”书店、竹林大饭店一经
推出就是爆款，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

“人在城中、城在园中、园在景中”的公园
城市，一大批景观公园、文体场馆，提供漫
步城市生活的舒畅空间，城市与自然在这
里交融。工作生活在盐城，幸福满满；旅
游度假在盐城，体验多多。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近年来，盐城以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为基础，发挥文旅产业渗透
力强、跨越性广等特点，加快推动文旅
与其他领域的深度融合。条子泥景
区、中华麋鹿园、丹顶鹤湿地、串场河
文化景观带等高品质旅游产品闻名遐
迩，《只有爱·戏剧幻城》、淮剧小镇等
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西溪天仙缘景
区项目入选首批省级无限定空间非遗
进景区示范项目。

疫情没能阻断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步伐。今年我市将着力打造“探秘
自然遗产、解码古老串场、戏水湖荡湿
地、寻踪黄河故道、传承红色基因”5条
旅游经济带，不断提升文化消费终端生
产、文化辅助生产、内容创作生产3个
优势产业，全力突破数字文化、创意设
计、文化装备3个潜力产业，让大家在
宜人风景中感受“外揽水绿之幽、内得
人文之胜”的韵味。

“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
方。”市文广旅局党委书记、局长袁国萍
发出盛情邀约，“我们诚邀您来盐城探
吉祥三宝，品生态三鲜，住田园小舍，望
繁星满天。美好重启，就在当夏。我在
盐城等您！”

盐城晚报讯 7 月24 日下午，江
苏淮剧博物馆里淮腔阵阵，苏淮博沙
龙陈腔澄韵——陈澄淮剧唱腔欣赏
活动在这里举行，活动现场进行网络
直播，线上线下，高校学者、淮剧演
员、在校大学生、宣传媒体、淮剧迷们
共同互动，形式新颖独特，气氛热烈，
掌声不断。大家一起听陈澄分享淮
剧小知识，一起欣赏陈澄现场表演精
彩淮剧唱段，共同品味淮剧的魅力。

活动尚未开始，著名淮剧表演艺
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第21届中国戏
剧梅花奖得主陈澄就已到达现场，与
大家互动起来，一些熟悉的老戏迷立
刻上来打招呼，大家交流愉悦。据了
解，陈澄戏剧工作室一直致力于淮剧
创作、传承、传播，为淮剧剧种添色增
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为传
播陈澄独特的淮剧声腔和淮剧表演
艺术的推动、传承、发展搭建了一个
重要的平台。

活动从陈澄讲解淮剧的历史开
始，淮剧的产生和流传，淮剧的传承和
现状，淮剧的创新和发展每一处讲解
都带入鲜活的事例，结合自己多年来
摸索出的经验给大家作了生动到位，
又通俗易懂的讲解。台下的观众听了
频频点头，线上的观众听了不住点赞，
网络直播点赞人数高达4.8万人次。

陈澄不仅给大家作了讲解，还让
徒弟现场示范，分析唱腔中的精妙之
处。锣鼓声响起，清亮的嗓音一亮，
人还没从幕后走出，掌声就已经响起
来。不少听众纷纷拿出手机进行录
制。更有一些来博物馆参观的市民

听到声音快步走来，在窗外探头张
望。一位老人在窗外听了很久，神情
如痴如醉。一位前来博物馆参观的
年轻小伙在窗外看了又走，走了又
来，最终带着自己旅游拍摄用的相机
坐在了椅子旁，不停按下快门拍摄，
现场气氛热烈。

除了经典片段的表演唱，活动
现场还积极与观众互动。“兰花指什
么样？大家可以跟我学一学。”陈澄
微笑着伸出右手给大家演示，台下
观众无论男女，都不由自主伸出手
学起来。不仅如此，现场两位观众
还上台学习了如何舞动水袖。长长
的水袖经过老师的一番指点之后，
舞出了花样，台下观众看了也不禁
为这两位观众鼓掌。粱诗雪是一位
在校大学生，上台舞过水袖之后，她
深有感触地说：“台上 1 分钟，台下
10年功，这话真不假，别看我水袖舞
起来了，但真的不容易呢。”

活动最后，陈澄还与徒弟一起为
大家表演了一段《赵五娘》，经典的唱
腔一出，立刻就有观众跟着轻轻哼唱
起来。不少戏迷更是一手举手机录
制，一手在椅把上轻轻敲打着节拍，
活动达到了高潮。

江苏淮剧博物馆负责人告诉记
者，博物馆今后还将多开展这样的活
动，为淮剧爱好者提供一个提高、欣
赏、互动、交流的场所。据悉，本次活
动是江苏淮剧博物馆暑期系列活动
中的一项，还有更多的活动会呈现给
大家。

记者 周峰华 文/图

水袖现场教学

《浴秋之美》 杨国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