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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瑞）为深入贯彻司法行政队伍教育整顿
部署要求，积极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近期，市司
法局开展“法治惠民见行动”系列活动，通过发挥自身职能优
势，弘扬法治精神，让群众感受法治的力量。

活动中，市司法局联合市律师协会，组织一批资深律师深
入漳州科华技术有限公司、漳州市家居商会、福建根茂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开展“法治体检”专项活动。律师详细了解企业
经营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就企业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点与企
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经营管理、职工权益、企业担
保、债权债务处理等方面风险防范提出法律意见建议。

同时，市司法局充分发挥市多元调处中心作用，持续加大
疑难复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力度，帮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切实帮群众排忧解难。今年 3月以来，市多元调处中心受
理各类民商事纠纷 29件，其中疑难、复杂、重大医疗损害赔偿
纠纷 11件，调解成功率达 100%，受到群众的充分肯定。

给企业提建议 帮群众解难题
市司法局开展“法治惠民见行动”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吴丽燕 见习记者 郑斯楠）为宣传展示土
家族织锦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近日，“花铺盖
——中国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展”在漳州市博物馆开展。展
览分为历史沿革、织造设备、纹饰题材三个部分，展出近百件
土家族织锦，展览将持续至 4月 30日。

土家族织锦民间称为“打花”，土家语称为“西兰卡普”，意
思为土花铺盖。土家族织锦是土家族妇女世代手工编织技艺
的智慧结晶，被誉为土家姑娘的“心灵之花”，2006 年入选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悉，传统的“西兰卡普”以丝、棉、麻为原料，以红、蓝、黑
作为织锦经线的棉线颜色，纬线则由织者自己决定，各种颜色
均可。在古老的木质腰式机上，眼看手背，手织正面，采用“通
经断纬”的方法挑织而成。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的“西兰卡
普”不仅是土花铺盖的代名词，还被广泛用于现代家居，走进
了日常生活。

“心灵之花”落漳州
中国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展开展

本报讯（张达敏）今年来，漳州市漳浦生态环境局抓住薄
弱环节、抓紧补齐短板，积极有序推进网格化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目前，该县共建立三级网格 17 个、四级网格 248 个，去
年上报各类环境巡查事件 18000 余件，集中解决了一批百姓
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力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及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针对目前四级网格员运用福建省网格监管平台、企业微
信用户端不够熟练、对环境监管职责不清等问题，漳浦生态环
境局还积极组织编制《漳浦县环境监管网格员工作手册》并组
织网格员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升网格服务的及时性、有效性
和完整性。

此外，该县生态环境局还着重在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
区、小流域、畜牧养殖场、工业企业污水排放地等处全面开展
隐患排查，针对非法倾倒工业危废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密监管，
着力维护好生态环境。

漳浦县大力推进
生态环境网格化建设

本报讯（张达敏）近年来，南靖县生态环境局以“零容忍”
的态度，不断夯实河长制，坚持抓源头、抓重点、重平时，多措
并举扎实推进生态水系建设，综合治理河长 95.22 公里，九龙
江西溪（南靖段）流域水质改善明显，初步形成遍布城乡的“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安全、生态”的河流生态走廊。

为了全面强化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十三五”期间，南靖
县共投资 5215.29万元，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3.05万亩，实
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4 个、重点县水土流失治
理项目 4 个、重点乡镇水土流失治理项目 4 个、面上水土流失
治理项目 13 个，并投资 1289 万元实施军营坪、都美等 8 座水
电站增效扩容工程建设，累计退出老旧水电站 2座，实现小水
电站生态流量核定 100%、生态泄流设施改造率 100%、在线监
控安装率 100%。

南靖县着力开展
九龙江西溪（南靖段）流域整治

漳州高新区工会开展职工电商沙龙活动
3月 26日，漳州高新区工会联合区有关部门开展职工电

商沙龙系列活动。据悉，电商沙龙每季度举办 1 期，培训设
有京东物流、抖音实战、淘宝实战分享等课程，着力打造有
特色的工会创新品牌，创新职工普惠服务，提高职工创业
就业素能，进一步促进辖区企业电商交流合作，壮大电商规
模。 （邵爱霖 杨德辉）
国网漳浦县供电公司推进“双满意”工程

近日，国网漳浦县供电公司开展辖区走访活动，做实做细
优质服务工作，深入推进新时代“双满意”工程，落实公司“百
千万”客户大走访活动，力求精准把握客户需求，解决客户用
电难题，协助企业能效提升。 （洪锦城 王婧）
东山前楼镇推进海域升级改造

作为东山县海域升级改造试点镇，一段时间来，前楼镇以
“政企银”三方联动化解资金难题，打好“清、改、建”组合拳，半
年内实现浮球改造面积 5000 多亩，清理航道超 1100 亩，清理
长 袖 定 制 网 3310 亩 ，海 上 蓝 色 田 园 牧 场 初 具 雏 形 。

（欧东茵 何燕丽）
延安北社区举办招聘会

近日，芗城区人社局、通北街道劳动保障所、延安北社区
联合举办“春风送真情，就业暖人心”招聘会。招聘会旨在进
一步做好辖区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援助
工作。 （蔡雪娜）
南靖金山镇检查农田水利建设保春耕春播

连日来，南靖县金山镇人大联合纪委、农业、水利、司法等
部门深入 19 个村检查春耕春播田园水利灌溉用水与溪堤修
复工程建设进展情况，推进今年春耕春播生产有序进行。

（温欣 邱庄展）

芗剧，又名歌仔戏，是闽南地区的传统戏曲，也是漳州重要的文化名片，它与闽剧、梨园戏、高甲
戏、莆仙戏并列为福建五大地方剧种，2006年 5月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记
者走近漳州市歌仔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探秘芗剧的前世今生，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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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组 文 字 由 本报记者 李润 见习记者 李伟 郑斯楠 采写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由 本报记者 李林 拍摄

3 月 20 日，记者探访漳州市歌仔戏
（芗剧）传承保护中心。排练厅内，一班本
土芗剧艺人正在加紧彩排原创大戏芗剧

《谷文昌》。该剧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彻底整治东山县风沙肆虐顽疾，县委书
记谷文昌敢于担当、不畏艰苦，抱病奋战
在治理风沙第一线的故事。《谷文昌》是芗
剧讲述过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而关于芗
剧自己的故事，则要追溯到几百年前。

“芗剧与台湾歌仔戏同根同源，源于
漳州，成型于台湾宜兰，流行于漳厦泉及
东南亚华人华侨聚集地。”原市芗剧团党
支部书记、国家一级导演吴兹明介绍说，
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大量漳州人随
军入台，带去了家乡的锦歌、车鼓弄等民
间艺术，并逐渐将其搬上舞台。在清末演
变为台湾歌仔戏。上个世纪 20 年代，台
湾歌仔戏班渡海回闽，歌仔戏又回到它的
故里。

“漳州戏曲土壤肥沃，京剧、汉剧、梨
园戏等外来剧种都相当流行，更何况是一
脉相承的歌仔戏。”吴兹明说，有着相同
乡音、相近曲调的歌仔戏一经落地，便传

遍九龙江流域。
但在抗战期间，歌仔戏被迫停演。为

避免这项传统艺术就此消亡，老艺人邵江
海、林文祥等人将其打造为闽南改良戏，
重新唱响龙江大地。1951 年，台湾歌仔
戏霓光班与漳州改良戏新春班强强联合，
成立新剧团，该剧种也因发源于芗江流域
而被重新命名为“芗剧”。

“芗剧剧目很多都取材于锦歌唱本
或者是小说，唱词通俗易懂，用了很多
生动的民间语汇，乡土气息浓厚。传统
的伴奏乐器主要是壳子弦、大广弦、台
湾笛、月琴等。”吴兹明在舞台旁向记者
介绍了此次芗剧演出的新乐器，根据剧
目的需要，如今芗剧的演出也与时俱进
加入了许多西洋乐器甚至电子效果器。

“芗剧是被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熟悉的
剧种，在对外对台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吴兹明说，
作为大陆 300 多个地方戏中唯一跨海而
生的剧种，芗剧是两岸艺术家共同创造的
结晶，它的形成与发展，也可以说是一部
海峡两岸交流与互动的历史。

前世与今生前世与今生 两岸同根并蒂莲两岸同根并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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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0月，漳州市歌仔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
与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教
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福建师范大学‘闽台
地方戏曲’芗剧、锦歌教育传习基地”与“福建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芗剧、锦歌传承实践基地”正式揭牌。

“基地的建立丰富了学生的文化生活，让他们更
加立体地感受芗剧，爱上芗剧。”市歌仔戏（芗剧）传
承保护中心主任陈朝晖欣慰地表示，近年来，随着全
市“非遗”保护工作的持续大力开展，涌现出一批又
一批年轻戏迷，其中不乏在校大学生。

“95后”芗剧演员简韦立就是这越来越多的年轻
戏迷中的一员。“我从小就跟着奶奶到处听戏，在不
知不觉中爱上了芗剧，梦想着长大能够成为一名芗
剧演员。”简韦立笑着说，后来她考入闽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却依旧守着那个“遥远”的梦没有放弃。在
大学里，有芗剧讲座、芗剧演出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简韦立参加全国、全省的戏剧节，抓住一切学习芗剧
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后，她终于如愿考入

市歌仔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
像简韦立这样热爱芗剧的年轻人其实还有很

多，他们都在各个角落默默关注着芗剧，“我们到不
少外地学校演出时，总能看到台下的大学师生抹着
泪水，从没想过听不懂闽南话的他们会被剧情感
动。”简韦立说。

“芗剧的音律和声腔有着独特的共情魅力，无论
男女老少，只要把剧情看进去了，都会有所触动。”
陈朝晖认为，对芗剧进行多渠道宣传，能让更多人了
解芗剧并喜欢芗剧。

“打造芗剧产业链，建立发展保护与经营相互促进
的格局尤为必要。”对芗剧发展十分关注的市政协委员
杨文华表示，今年两会他提交的提案就是《关于打造闽
粹（芗剧）产业的建议》。他表示，打造产业链进行市场
化运行，通过市场经营和引导、刺激市场需求倒逼芗剧
自我完善发展，是促进芗剧保护和发展创新的一剂猛
药，要力争在保护、发展、创新、提升漳州文化底蕴，增加
漳州旅游经济收入等方面形成良性互动。

传承与发展传承与发展 守正创新拓市场守正创新拓市场

漳州市歌仔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
的前身“漳州市芗剧团”成立于 1951年，曾
创作演出《碧水赞》（《龙江颂》）、《加令记》

《三家福》《李妙惠》《戏魂》《忠诚谱》《西施
与伍员》《王翠翘》《秦淮惊梦》等一大批优
秀剧目，在全国、省、市等各类戏剧会演、
比赛中屡获殊荣。一脉相承的文化魅
力、源源不断的艺术成果、传统有序的

艺术阵容，让传承保护中心这个国家
级“非遗”传承保护单位享誉福建、
台湾戏曲界及东南亚一带，同时
也迎来新编剧目的创作风潮。

2013 年，重新排演的芗剧
《保婴记》参加第十三届中国
戏剧节，获优秀剧目奖、优秀
导 演 奖 、优 秀 演 员 奖 。 2014

年，该剧荣获中宣部“五个
一 工 程 ”优 秀 作 品

奖 、第 十 五 届 文
华 大 奖 。 在

《保 婴 记》
几乎囊

括 所
有

国家级大奖的同时，2015 年，又一部国家
级精品剧目芗剧现代戏《谷文昌》诞生。
该剧将传统程式融入现代人物，以其特色
的唱腔和音乐艺术形式广受好评。2018
年，该剧成为首部亮相全国新年戏曲晚会
的芗剧，并荣获第七届福建省艺术节 5个
一等奖，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
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等。2019年，该剧还参
加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暨优秀民族歌
剧展演。

“虽说成就颇丰、荣誉满满，但芗剧的
发展依旧存在一定困难，需要社会、政府、
剧团等方面共同来支持。”吴兹明对记者
说，因为都是源于锦歌，台湾歌仔戏与漳
州芗剧被称为漳州锦歌的“一枝两叶”，现
如今，单纯的锦歌已谈不上经济效益，其
衍生的歌仔戏却有较好的市场空间。目
前，市歌仔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主要做
锦歌曲艺的传承与保护及优秀芗剧剧目
的创作打造。此外，由于民间庙会的需
要，形成一定的社戏市场，主要集中在龙
海一带。这些民间剧团传承和培养了一
批芗剧人才，但芗剧要想更好地发展下
去，这些还远远不够。

成就与挑战成就与挑战 传统艺术闯新路传统艺术闯新路

芗剧芗剧《《谷文昌谷文昌》》剧照剧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昊鹏沈昊鹏 摄摄今日关注今日关注

世界戏剧日世界戏剧日

芗剧芗剧《《保婴记保婴记》》剧照剧照
漳州市歌仔戏漳州市歌仔戏（（芗剧芗剧））传承保护中心传承保护中心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