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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将推出交响音诗《红旗渠》
等一批重点剧目

2022年，全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围绕全省和各级党
委、政府中心工作，以党建引领各项
工作开展，艺术创作生产亮点频出，
文艺赛事叠彩纷呈，庆祝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系列展演活动成功举办，文
化惠民活动深入开展，美术事业取得
新发展，艺术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进
展，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扎实推进，推
动了全省艺术事业繁荣发展。

2023年，我省将实施河南省舞
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推出话剧《天
空，还是那片天空！》、曲剧《雪绒花
开》、豫剧《张良》、越调《华佗》、交响
音诗《红旗渠》等一批重点剧目。办
好重大艺术活动，坚持高规格、高标
准、高效益举办第七届中国诗歌节、

第五届豫剧艺术节。积极开展惠民
演出，继续实施“舞台艺术送基层”
文化惠民工程。此外，大力加强艺
术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实施“河南
省艺术名家推介工程”“河南省青年
艺术人才扶持计划”，组织举办全省
编剧人才培训班、全省青年演员培
训班等。多措并举，努力推出更多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郑州力争在第七届中国诗歌节
上推出豫剧《杜甫·大河之子》

会上，郑州市、开封市、许昌市
和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人
就2022年各地市的特色亮点工作分
别作典型发言，总结梳理了在实施
精品工程、文旅融合发展、基层院团
人才队伍建设和院团改革等领域的
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

2023年，郑州市文艺工作的“重
点”也已圈划好：精心筹备第七届中
国诗歌节系列活动，争取办出一届有
特色、有创意、有亮点的诗歌盛会；大
力推动文艺精品剧目创作，力争在
第七届中国诗歌节上推出豫剧《杜
甫·大河之子》，立项创排大型舞剧
《唐宫夜宴》和红色主题杂技剧《红
旗渠》；继续加强艺术创作扶持，做
好2023年国家艺术基金和郑州市艺
术创作扶持项目等项目的申报工作，
支持小剧场豫剧《复活》、舞蹈《帝后礼
佛图》《骨笛生生》、多媒体音乐剧《郑
风》等的创作；持续开展文化惠民活
动。组织好、开展好“舞台艺术进乡
村、进社区”、精品剧目演出、“戏曲进校
园”、美术展览、公共美术教育等文化惠
民活动，做大做优群众“文化餐桌”，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
者 秦华）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河南舞台艺术创作方向是什
么？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2023—2025河南省舞台艺术创作
规划》，为未来三年的艺术创作指明
了方向。

《规划》提出具体计划：组织新
创大型舞台剧和作品 60部左右，重
点打造 10~15部立得住、留得下、传
得开的精品剧目；组织复排经典保

留剧目 30部左右、复排戏曲传统
“折子戏”100个左右、新创小型剧
（节）目和作品 100个左右；重点推
出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调
研基础上创作完成的新时代题材优
秀剧本 20部左右；重点推出新时代
艺术创作领军人才 20名左右、优秀
青年人才50名左右。

《规划》提出，2023年重点创作
任务是围绕庆祝改革开放 45周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
路”倡议 10周年、红旗渠精神等重
大主题，引导创作推出一批优秀主

题作品。
《规划》明确，2024年重点创作

任务是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5周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等主题，引导创作推出一
批描绘祖国发展、反映新时代文艺
成就、展现黄河两岸发展变化等的
主题作品。2025年，将重点围绕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80周年，庆祝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成立 70周年，科技兴国、制造
强国战略，引导创作推出一批优秀
主题作品。

讲述乡村振兴故事
《伊水栾山》央视播出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秦华） 3月15日，由河南省
委组织部、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
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南
省总工会、洛阳市委宣传部联合
摄制，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领
衔出品的电影《伊水栾山》在央视
电影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伊水栾山》取材于优秀共产
党员——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原
副镇长马海明同志的真实事迹，
生动再现了马海明克己奉公、历
尽艰辛，以重渡沟自然生态资源
保护开发为抓手，带领群众探索
脱贫致富路，后来不幸殉职的感
人事迹。整部影片感人肺腑、催
人泪下，以新叙事讲述乡村振兴
故事，在情感表达、艺术处理等方
面都呈现出更多细腻感与真实
性，同时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景讲述华夏文明起源历史
书籍《殷商六百年》出版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
记者 左丽慧）商族与玄鸟有怎
样的不解之缘、挂甲出征的妇好
有怎样显赫的功绩、贞人群体在
殷商时代发挥了什么作用？殷
商六百年历史为璀璨夺目的中
华文明奠定了基石，也带来了众
多后世不断研究、不停关注的课
题。记者昨日从天喜文化获悉，
由历史学者柯胜雨带来的新作
《殷商六百年：殷周革命与青铜
王朝的兴衰》，就以商族从建立
到灭亡的历史为讲述主线，将商
族的起源、宗教文化、征伐战争、
历史人物、都城建设等融入叙事
中，展示了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商
王朝的兴亡史。

创造灿烂殷商文化的主角，
包括赫赫有名的上甲微、成汤、太
甲、盘庚、武丁等君王，功勋卓著
的伊尹、妇好、望乘、攸侯喜等贵
族重臣，还有微不足道的平民、奴
隶，等等。《殷商六百年》以考古学
史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学、考
古学、文献学、文字学等学科研究
成果，讲解从夏朝末年至商朝灭
亡六百多年的历史，解答殷商历
史疑问，立体再现了殷商时期的
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让殷商的
历史“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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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2023将推出一批原创舞台艺术精品剧目

我市立项创排大型舞剧《唐宫夜宴》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秦华）实施河南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积极开展惠民演出……3月15
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郑州召开2023年全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学习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2022年艺术创作工作，安排部署2023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全省艺术创作工作。

我省未来三年将新创大型舞台剧等60部
重点打造10~15部立得住、留得下、传得开的精品剧目

古典舞《唐宫夜宴》剧照 郑州歌舞剧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