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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3月3日获悉，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于3

月上旬开启2024“春游江淮请您来”宣传推广

活动，各市接力推介春季旅游资源，全省发布

“春之约”十大场景。

“春游江淮请您来”宣传推广活动是我省

激活春游文旅市场、擦亮徽风皖韵标识的品牌

活动。今年，活动实行省市县联动、政企媒互

动，全面进军新媒体，广泛调动市场主体积极

性，主动顺应文旅市场和消费主体的新变化，

深入挖掘全省文化内涵，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

找灵感，挖掘打造一批业态新鲜、主题新颖、参

与性强、具有高辨识度、强记忆点的文旅产品

和消费场景，实现“流量”变“留量”、“网红”变

“长红”。

从3月至5月，“春游江淮请您来”宣传推

广活动在全省全面展开，包括媒体采风、“春游

江淮”场景话题营销、“春游江淮”创意推广大

赛、“春游江淮”成果展等系列活动。

自3月起，我省分时分组邀请长三角地区

约100名媒体记者，以大黄山地区为重点，陆续

在全省开展春游采风，通过移动传播、视频传

播、互动传播、社交传播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

高大美安徽的知晓度美誉度。

活动期间，各市县、企业联动，聚焦“春游

江淮”系列场景，开展场景话题营销。围绕春

花、春茶、春味、春眠、春咏、春养、春学、春市、

春曲、春行等“春之约”十大场景，推广江淮大

地春季赏花、地方名茶、时令菜品、精品民宿、

诗词文化、健康养生、地方戏曲、研学旅行、文

创商品、自驾旅游等丰富多彩的春季特色文化

旅游资源。

从3月至5月初，全省开展“春游江淮”创

意推广大赛，征集摄影图片、攻略、游记等，引

导省内旅行社围绕“春之约”十大场景设计团

队线路并推广促销，鼓励自媒体达人自行发布

“春游江淮”相关短视频和微短剧，通过网络投

票、专家评选、传播效果统计等方式，开展系列

评选并设置最佳产品奖、最佳图片奖（摄影图

片）、最佳美文奖（攻略、游记等）、最佳短视频

奖、最佳微短剧奖。

5月19日前后，结合“中国旅游日”安徽主

场活动举办“春游江淮”成果展，收集“春游江

淮”创意推广大赛的优秀影像作品，在省内重

点景区进行展示。 （安徽日报记者 张理想）

“春游江淮请您来”宣传推广活动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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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戏剧艺术舞台，音乐剧一

直彰显着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中国音

乐剧发展至今已超过40年，音乐剧产业

在引进国外剧目与创作本土化并行的

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风格。近年来，

戏剧市场持续火热，原创音乐剧表现亮

眼，《绽放》《理想之城》《雄狮少年》《东

莞东》等一批现实主义题材、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热演，取得市场和

口碑的双赢。

拥抱青春，贴近年轻观众。“追逐”

“梦想”“流行”成为原创音乐剧的热门标

签，大时代普通人的奋斗历程引发共

鸣。《理想之城》聚焦建筑行业的员工，

《雄狮少年》展现舞狮学徒的成长，在“小

人物、大理想”思路的演绎下，将“小”落

得更为细微。可以说，切入口越小，越靠

近年轻人，越能引发共鸣。

跨界创作，带动音乐剧“破圈”传

播。国外许多经典电影衍生出了舞台版

本，国产音乐剧也有不少改编自热门影

视作品。音乐剧题材的跨界发展，受益

于世界戏剧舞台的不断创新。而影视IP

对音乐剧发展具有显著的助力作用，带

动更多人对音乐剧产生兴趣、走进剧院。

深挖传统，舞台艺术创作彰显中国

气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舞台艺术

创作的富矿，音乐剧舞台洋溢着中国风，

审美品位进一步提升。中央戏剧学院实

验剧团创作的音乐剧《家》，改编自作家

巴金的小说，演绎经典，致敬青春。《雄狮

少年》等传统文化题材音乐剧的火爆，体

现着国风、国潮愈发流行，为音乐剧创作

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音乐剧是什么？作为音乐剧从业

者，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丝丝

入扣的剧情是纬线，那么贯穿始终的音

乐就是经线。音乐剧作品中的音乐一定

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国产音乐剧在创

作中，往往会自然而然地结合中国音乐，

但我们要认识到，中国音乐不是古乐的

简单复刻，而是体现在多样的音乐表达

之中。此外，音乐剧还要注重音乐对戏

剧人物的精准刻画，音乐与戏剧需要相

互交融、互动前行。音乐剧产业的长远

发展，需要建立在艺术风格和音乐创作

的精耕细作之上。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皆根

基。”《理想之城》中的歌词，道出了音乐

剧的创作规律。火热市场带来无限期

待，也迎来新的考验。音乐剧是用音乐

讲故事，音乐性、戏剧性和思想性缺一不

可。音乐剧，“火”起来更需沉下来。希

望音乐剧从业者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来打

磨作品，夯实艺术创作的根基，让中国音

乐剧涌现出更多精品力作，推动戏剧舞

台艺术蓬勃发展。

（郑欣闻笛）

音乐剧是用音乐讲故事，音乐性、戏
剧性和思想性缺一不可。音乐剧，“火”
起来更需沉下来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作为

一名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工作者，全国人

大代表、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运营

中心广播剧工作部主任吕卉，一直对民

生议题保持密切关注，也创作出许多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

我们要稳稳端牢‘中国饭碗’。”过去这一

年，吕卉的创作主要围绕农业展开。去

年全国两会后，吕卉前往江苏采访第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种田大户魏巧，并以

其为原型创作了三集广播剧《我们的田

野》。聚焦“谁来种地”难题，该剧讲述了

自带新技术、新理念的高学历“新农人”

魏巧、孙振中夫妇智慧种田、逐梦沃野的

故事。

“我们希望以此吸引更多有技术有

情怀的‘新农人’到青春的田野上筑梦逐

梦。”吕卉说。该剧已于去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之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

声和央视频播出。

围绕种业振兴，吕卉又赴安徽省农

科院以及三亚南繁基地深入调研，了解

农业科技人员在功能稻种子培育方面作

出的种种努力，在此基础上创作广播剧

《种子密码》。该剧已于去年底在安徽广

播电视台录制播出。

今年全国两会，吕卉将带去一件议

案、三条建议，均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的民生实事。在关于制定《单用途预付

消费卡管理条例》的议案中，吕卉提到，

近年来，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经营者“存费

跑路”“诱导办卡”等侵犯消费者权益行

为频发，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不少行业的

发卡行为已经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影响

行业健康发展。

她建议，制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

理条例》，完善预售卡销售的准入条件、

经营资质、信息披露等要求，规定预售卡

的有效期、退卡机制、违约责任等，以法

治力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只有站稳人民立场，文艺才能有正

确的前进方向；只有紧密地联系人民群

众，察民情、听民意、聚民智，才能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提出符合人民期待

的好建议。”从2018年第一次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以来，吕卉共提出30多条议案、

建议。 （班慧）

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艺术创作灵感
——访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运营中心广播剧工作部主任吕卉

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代表委员风采

由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中共淮南

市委宣传部、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联合

主办的“江淮之春”非遗传承戏曲歌舞晚

会将于3月11日19：30在合肥大剧院精

彩上演。日前，笔者走进合肥市庐剧院

探班，青年演员们正在为晚会火热排练。

庐剧，是安徽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

流传于安徽境内皖中、皖西、沿江和江

南的部分地区，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

史，与徽剧、黄梅戏、泗州戏并称为“安

徽四大优秀剧种”，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

喜爱。

走进合肥市庐剧院排练厅，现场演

员们手拿戏曲道具“水旗”，正在排练。

合肥市庐剧院院长段婷婷在现场逐个指

导动作，细扣每个舞台走位。

作为戏曲中经常出现的道具，“水

旗”是在一块蓝白色布料上绘制水纹，形

象地表示水浪，在戏曲经典剧目《白蛇

传》中经常使用。

合肥市庐剧院创作部主任黄兴介

绍：“今年是龙年，我们这个节目通过将

水旗与舞龙相结合，形成了波涛汹涌的

大海画面。龙在海里来回翻腾舞动，是

戏曲美学意向化展示。”

在本次“江淮之春”非遗传承戏曲歌

舞晚会中，合肥市庐剧院的演员们将参

与两档节目的筹备。段婷婷说：“除了将

戏曲中的水旗和肥西的传统非遗项目舞

龙相结合，另一个保留项目戏曲联唱也

将精彩纷呈。届时将会和淮南推剧、六

安皖西庐剧进行一场集中展示。”

黄兴介绍：“在我们庐剧院的另外一

个节目中，庐剧的老中青三代演员将为

大家进行一场多元展示和呈现，观众朋

友们可以期待一下。” （夏伟）

“江淮之春”非遗传承戏曲歌舞晚会3月11日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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