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我省文化界的骄傲他们，是我省文化界的骄傲
655万元，奖给142个人

文化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
力、文化是效，我省的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正在迎来大发展大繁荣
的春天。昨天下午，河南省荣获全
国性文艺新闻出版大奖表彰大会
在河南电视台第八演播厅隆重举
行。省委、省政府对改革开放以
来，我省荣获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
大奖的李金枝等142名先进个人进
行了表彰奖励，他们获得了政府颁
发的655万元的“大红包”。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施杨

一场文化界的盛会，
142人受奖励

热烈的掌声、开心的笑颜、老友相见后
的寒暄……昨日下午，来自我省各地的文
艺新闻出版工作者获奖代表们欢聚在河南
电视台第八演播大厅，共赴这场文化界的
盛会。

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叶冬松出席
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克
宣读省委、省政府《关于表彰奖励我省全
国性文艺新闻出版大奖获得者的决定》。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孔玉芳主持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菊梅、省政协
副主席龚立群、省军区副司令员罗爱国出
席会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广大文艺新闻出
版工作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
则，推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原特色
的文艺精品、新闻出版佳作，有力推动了我
省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为促进我省文艺新闻出版工作再上
新台阶，省委、省政府决定对荣获全国性
文艺新闻出版大奖的李金枝等 142 人进
行奖励。大会对先进个人代表颁发了获
奖证书。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
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把握方向，扎根实践，服务群众，开拓创新，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
增强推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软实力和
支撑力。

一个大奖 5万元，655
万元的奖励沉甸甸

根据昨日公布的省委、省政府的相关
决定，经过省委宣传部的严格统计，最终确
定符合本次奖励条件的全国性文艺新闻出
版大奖共131项142人。

其中，文化厅系统的 33 项，包括文华
表演奖、文华导演奖、文华音乐创作奖等。

省文联系统获得的全国性大奖共计
78项，包括省作家协会、省戏剧家协会、省
美术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省曲艺家协
会、省电影电视家协会、杂技家协会、民间
文艺家协会成员获得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鲁迅文学奖、中国戏剧梅花奖、全国美
术作品展览金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摄
影金像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电影金鸡
奖、百花奖等。

新闻出版系统获得了 20 项国家级大
奖，包括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长江韬奋奖
等。

省委、省政府决定，对获奖个人或作品
按照获奖一次、奖励一次的原则进行奖励，
每获奖一次奖励人民币 5万元。131个奖
项，奖金共计655万元。

获
奖
人
物
感
言

李树建（3次获得文华表演奖，1次获得戏剧梅花奖）

20万元奖励将全部捐献
弥补父亲去世的遗憾

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省豫剧二团团长李树建无疑是此次受表彰奖励
最多的人。他主演的《程婴救孤》《清风亭》等作品，3次获文华表演奖，1次获得戏剧梅花奖，
总共获得了4个全国性奖项、20万元的奖励。

记者昨日见到李树建时，他正在紧张地筹备表彰大会的文艺演出。“这次表彰大会十分
隆重，这体现出党和政府对艺术生产、创作的重视和对艺术人才的关心爱护。”李树建动情地
说，省委、省政府给予了文化事业很大的支持，河南文艺界的春天已经到来，他今后将继续埋
头苦干，努力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回报政府和社会，为繁荣我省戏剧事业添砖加瓦。

对于此次获得的20万元奖励，李树建表示，将会一分不留地捐献给河南省生命关怀协
会，这个协会的会员都是重症人员，他们虽身患重疾却都在勇敢地与病魔作斗争。“我父亲
50多岁死于癌症，那时家里穷，没钱给他治病，父亲这一辈子没有坐过火车，没有抽过洋烟，
没有穿过皮鞋，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尽我所能地帮助这些急需帮
助的人。”

李树建说，他主演的戏曲艺术片《清风亭》目前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春节前后与观众
见面。

范军（第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

多出反映百姓生活的喜剧作品
展现河南人的精气神

范军在表彰现场神情激动地说，目前，省委、省政府以及全省上下，对文艺工作者如此重
视，他在感动的同时更多地感到了压力。

“我们应该创作出更多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讴歌中原崛起，反映中原百姓生活的，特别
是我们喜剧的作品展示给全国的观众。我们应该多出精品力作，不辜负全省人民对我们的
厚爱。”他着重表示，一定要把河南人普普通通、踏踏实实、吃苦耐劳、侠肝义胆的精神弘扬出
去，为塑造和弘扬河南人形象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谈及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时，范军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中原经济区的建设中一定会有
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这就需要去采风。

“我们应该不断地到生活当中去挖掘素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发挥出广大文艺
工作者的作用，为中原经济区的推动，我们要来鼓劲儿，来呐喊，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李金枝（第一届、十二届文华表演奖，第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今后还会以常香玉老师为榜样
多演戏、多出精品

曾经3次获得国家大奖的省豫剧一团演员李金枝昨日说，她11岁考入艺术学校，经过6
年的学习生活，于1980年正式步入舞台，成为一名豫剧演员。1990年，她参加了第二届中国
戏剧节，演出了现代豫剧《风流女人》，荣获了文化部颁发的第一届文华表演奖；同时，还荣获
了第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7年，她参加了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了豫剧《常香玉》，在
剧中，她饰演了青年和中年时期的常香玉，荣获了文化部颁发的第十二届文华表演奖和观众
最喜爱的演员奖。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组织的培养，离不开同事的热情帮助和支持，离不开我自己对
戏剧艺术的这份热爱，更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李金枝深情地说，特别是今
年的7月22日，卢展工书记率领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冒着酷暑深入到文艺团体进
行调研，在短短的时间里为我们豫剧院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院团解决了工作中的实
际问题，这都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和厚爱。

李金枝说，她将会以此为契机，以人民艺术家常香玉老师为榜样，和同行们一道多演戏、
多出精品，为河南的文化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王天定（长江韬奋奖）

已经55岁，每年有8个月在基层采访
每年见报照片超过400幅

“我是记者，我的工作在基层。我常年坚持到基层采访，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县市，每年在
基层采访的时间会有250天左右，见报照片在400幅以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记者王天定昨
日说。

“坐公共汽车、火车到各地采访，可以直接看到最基层百姓的疾苦和生活现状。到基层
采访不摆架子，老百姓愿意把心里话向你倾诉。”他坦诚地说。

“有人问我：你已经55岁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坚持深入基层，还有这样高的工作热情？”王
天定的回答是：“因为我热爱新闻摄影工作，能在记者岗位上工作我感到非常自豪。到基层
采访，可以向基层干部群众学到很多知识，用他们的事迹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到基层采
访，可以接受大自然的熏陶，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到基层采访，可以不断拍出好的
新闻照片，能享受到人生最大的幸福。”

“范长江、邹韬奋是我们新闻界的楷模，许多新闻界的老前辈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这
一代常年地在岗位上坚持下基层，三贴近，都是不图名不图利无官位，默默无闻地干了一辈
子，直至退休。我现在下基层，是他们‘三贴近’精神的传承，是很正常的工作。”王天定表示，

“我荣获长江韬奋奖是全省新闻界对我的支持与鼓励，是河南新闻界的荣誉。我要珍惜维护
好这个荣誉，要在自己退休之前多拍些好照片，为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再作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