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新年伊始，长影集团通过打造电影文化氛围浓

厚、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为观众、市民、游客提供仪式感

十足的迎新年方式，受到大家热烈欢迎，营造了浓厚的跨

年氛围。

坐标：海口·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环球100”奇

幻乐园元旦3天假期接待入园游客超8万人次，其中2023

年12月31日入园游客超4万人次，创开园以来单日入园

人数新纪录。乐园开启五周年嘉年华庆典首轮狂欢活动，

园内不仅有电影科技体验、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而且增

加了夜游海口之夜灯光节、中华美食节、嗨翻音乐派对、房

车营地、萌宠乐园、极限飞车等新的项目，让市民游客在乐

园体验不一样的新年。首轮狂欢活动将持续至2024年2

月25日。

坐标：长春·长影世纪城。不少游客到长影世纪城用

一次电影之旅开启全新的一年。长影世纪城突出冬天游

园的冰雪特色，主景相继亮相长春冰雪大世界，3天入园游

客总数同比2021年增长43%，还于近日获得“同程旅行

2023年度最佳旅游目的地”“携程口碑榜2023长春·亲子

乐园景点”等荣誉。

音乐盛会迎新年。新年前两日，长影乐团在海口、三

亚分别举办新年交响音乐会，将中国传统经典曲目与交响

乐融合，并在演出内容中加入当地文化元素，中青年艺术

家倾情助阵，打造了一场场体现中西文化交融的音乐盛

宴。此前，长影乐团还在四平、长春两地举办新年音乐

会。四场诚意满满的文化盛宴陪伴观众辞旧迎新，精彩演

出让观众大饱耳福。

博物馆里迎新年。长影旧址博物馆依托丰富的电影

资源，在“光影照相馆”推出了“雪景跟拍”“时代记忆”“影

视全家福”等特色套系，为游客们提供了独具电影特色、长

影特色的拍摄服务，让电影元素“活”起来。游客可以化身

电影中的人物，体验一次当主角的难忘经历。元旦假期，

长影旧址博物馆入馆游客总数3578人次，同比2019年增

长231%，总收入同比2019年增长185%，来自五湖四海的游

客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假期时光。

看电影迎新年。元旦假期《年会不能停》《一闪一闪亮

星星》《非诚勿扰3》（长影集团联合出品）《金手指》等多部

题材类型各异的新片热映，长影电影院精心策划系列庆祝

活动，取得了高上座率，并通过极具新年喜庆欢乐氛围的

环境营造，增加观影趣味性，将“观影+社交”的属性拉满，

观众人气爆棚。值得一提的是，长影集团联合出品爆笑喜

剧电影《末路狂花钱》已正式官宣定档，将于2024年5月1

日登陆全国院线。

长影“花式跨年”亮点多
本报记者 马璐

本报讯（金美英）为全面提升班组建设管理水平，丰富职工文

化生活，助推公司实现“五新吉电”崭新愿景，近日，国网延边供电

公司开展“送文化下基层”流动书箱分享活动，引导职工“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

职工们开启“流动书箱”，挑选喜欢的书，从经典名著到小众文

学、从业务知识到实操技能，在读书的过程中大家相互交流、互相

激励，分享读书的收获与快乐。为培养职工们“想读书、爱读书、会

读书”的良好读书习惯，营造读书氛围，全面提高职工的思想境界

和文化素养，国网延边供电公司工会组织了“热爱书籍 享受阅读”

为主题的女工读书活动。参与活动的女工们对这种氛围感的场地

非常喜欢。活动分为好书分享、好书共读、知识竞答三个环节，在

营造读书氛围的同时激发广大女工对读书的热爱。在好书分享环

节，几位女职工给大家分享了自己读过的好书，并朗读了自己在这

本书中最喜欢的部分。此举不仅丰富了职工的文化生活，更增强

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据悉，公司工会向6个基层单位送去“流动书箱”，400余册书

籍，涵盖政治、历史、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及安全生产等方

面。为保持书箱的流动性、全面性、丰富性，将定期进行轮换，使书

箱里的图书“流动”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让更多职工能

够看到自己喜爱的书。

着力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本报讯（记者纪洋）日前，新书《十二生

肖诗画品鉴》由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图书事业部出版，这是一本介绍中

国传统文化符号——十二生肖的一本著

作，全书梳理了西周至清代两千多年我国

关于生肖文化的古诗，并配以知名画家的

画作和我国出土的关于生肖的历史文物，

力求全面介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十二生肖

所代表的文化内涵。

《十二生肖诗画品鉴》全文452页，共

计49万余字。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原副总

编辑马丕环、副编审李洁共同编著。全书

语言简洁，内容全面，具有非常强的可读

性。首先，所选录的生肖诗，在做到优中选

优的前提下，也尽量考虑其广泛性，顾及各

个朝代，而且作者面广，不过度集中于某一

作者。其次，注释内容明白易晓，使读者可

以充分了解文意。再次，品鉴文字详尽周

全，不仅有诗篇全局的把握，而且有段落的

分析；不仅有诗句的串讲，而且注意诗眼的

分析。以期让读者对此诗从思想内容和艺

术特色上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在获得思

想熏陶的同时，鉴赏艺术上也能获得更大

的提高。最后，为了提高观赏性和艺术性，在每一个生肖前，都对

该生肖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正文所选的生肖诗，每首也

尽可能配上与该诗内容相关联的图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十二生肖诗画品鉴》选取的古诗极具代表性，注重图文的配

合，内容全面、语言通俗，将十二生肖以鲜活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

前，适合各个年龄层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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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演出下基层”是我省一项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到

2023年，这个深入人心的文化品牌已经陪伴吉林的百姓与

文艺工作者走过了15年。自2009年项目实施以来，省内

80余家文艺院团3000余位艺术工作者累计在全省乡镇、

村屯、工厂、学校、街道、社区、部队等地送演出4.8万余

场，服务群众达2300余万人次，让吉林的文化民生得到了

切实改善与提高。

文化扎根有土壤

好戏连台绽光彩

“要说看演出，还是在现场看最过瘾，‘送演出下基层’

已经连续来我家这儿很多年了。”家住辽源市东丰县黄河

镇的李大爷说，每年“送演出下基层”都会送来许多省城的

“角儿”，他笑称那是电视里的二人转、戏曲演员从荧幕上

走出来了。

李大爷口中的“角儿”，就是如倪茂才、王大海、盛喆等

来自省直文艺院团的演员。通过“送演出下基层”，这些备

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家每年都会深入到各个村镇，和当地群

众面对面、手牵手，献上一个个大家喜欢的节目。

因为经常到各地演出，各个院团的演职人员和当地居

民成了老熟人，像“演完来家里坐坐”“演完上家里吃饭”这

样的热情邀约，省戏曲剧院吉剧团团长张思光经常会遇

到。从艺近40年的张思光说：“从最初观众说的‘谢谢’，

到现在大家常说的‘上家里来’，这些话都代表着群众对我

们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扎根白山黑水、根植黑土地的最高

褒奖。”

一直以来，“送演出下基层”在持续推进，也在不断创新

发展。寒来暑往，吉林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在广袤的黑

土地上，通过“送演出下基层”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创作

了许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据省曲艺团团

长李壮介绍，团里有不少节目的素材都是在“送演出下基

层”中和观众们“唠”出来的：“‘送演出下基层’不仅是我们

在向观众输送内容，也是我们在汲取观众输送来的养分。”

以人为本送精品

情系乡村促振兴

田野乡村是“送演出下基层”重要的舞台，在送演出过

程中，各参演院团不断探索如何能够让广大农民群众真正

有文化获得感和参与感，从而促进农村文化的建设，助力

乡村振兴。

作为全省重要的二人转传承演出单位，梨树县地方戏

曲剧团每年平均开展下基层演出150余场，演出足迹覆盖

梨树县各个乡镇。该团团长赵丹丹说：“我们全年有一半

时间在基层开展文化惠民服务，精心编排了一批生活气息

浓郁的作品，并积极推行‘二人转+’模式，把二人转和‘三

农’发展、黑土地保护、乡村振兴、红色文化、廉政建设、民

法典等主题结合起来，为二人转这种受农民朋友喜爱的艺

术形式注入新的内涵，也让观众通过这些节目得到启发。”

集安市评剧团团长王力民则表示，让各村村民有所

为、有所乐，在送演出的同时还要“种文化”：“我们在‘送演

出下基层’过程中，为集安市凉水朝鲜族乡凉水村里能歌

善舞的村民策划排演了朝鲜族民俗婚礼舞蹈，现在每逢年

节假日，村民们都会穿起民族服饰，在欢快的鼓乐声中翩

翩起舞。”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我们要用富有地域

特色的表演，把文化的种子种在群众心中，推动前郭县群

众文化的繁荣发展。”据前郭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团长哈

斯介绍，为了给当地群众送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

演出，该中心精心准备了一台台风格浓郁的歌舞表演，结

合当地特有的少数民族特色，用群众熟悉的旋律和舞蹈，

让属于群众的艺术之花绽放在草原上。

以文塑旅新表达

心系群众再出发

为更好地践行文旅融合，发挥以文塑旅作用，近年来，

“送演出下基层”在演出安排上积极响应吉林文旅新需要，

通过下基层演出丰富文旅产业和文艺产品供给。结合第

七届吉林省消夏避暑全民休闲季、2023吉林省露营生活

节、“滑雪场的夏天”主题营销推广活动、吉林省第一届全

国龙舟邀请赛，以及各节假日等文旅节事活动、重要假日

时间节点需要，“送演出下基层”将久经时间和人民考验的

优秀作品、集传统和时尚于一体的优秀节目，根据不同主

题、演出环境、观众需求进行充分调整和创新改编，送进省

内各特色商圈和景区，通过文化和旅游的交集碰撞，进一

步延伸消费者获得感，用高品质的文艺演出和丰富的文化

内涵为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

走过15年，“送演出下基层”也迎来了新的挑战，省文

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张鹏坦言：“在‘送演出下基层’的

15年间，我们也时常问自己：如何才能通过文化演出提高

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最重要的一定是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我们精选演

出阵容和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百姓爱看什么，我们就演

什么，百姓关心哪些问题，我们就第一时间通过演出普及

相关内容。从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秧歌队、舞蹈团，到推

进文艺演出与文旅融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我们在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探索出‘百姓满意，政府买单’的服务

模式，逐步实现了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种文化+’

的转变。”

将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在“送演出下基层”的实施

过程中，省文化和旅游厅每年都会结合当年工作重点和民

生工作需要，对演出质量、演出形式、演出内容、演出地点

等精心谋划，探索下基层演出的新形式、新亮点、新作用。

2023年，“送演出下基层”共完成2000场演出，2024年的演

出计划与目标也新鲜出炉：将重点关注边境村、脱贫村、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等特殊观众群体，在全省各地开展演出

1820场，让文艺之光照亮吉林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裴雨虹摄）

好戏惠民生 弦歌奏华章
——我省开展“送演出下基层”活动纪事

本报记者 裴雨虹

本报讯（记者郭悦）近日，吉林省杂技家协会带领专业院团、新

文艺群体的杂技演员们走进公主岭市毛城子镇老念想·新立屯特

色民俗村，在独具乡韵的村屋里为村民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与乡亲们共贺新年。

演出以象征喜庆、祥瑞的《舞狮》作为开场，伴随洪亮的鼓声、

清脆的锣声，“狮子”纵身一跃落地起舞，霎时点燃节日氛围。接连

上演的《巧耍花坛》《抖空竹》《太空漫步》等精彩节目更让观众看得

入了神。《变脸》和《滑稽》节目中演员和村民们亲密互动，小小的村

屋被快乐填满。演出不仅有贴近民风民俗的传统杂技节目、互动

性强的滑稽节目，新文艺群体艺术家们还带来了他们最新创作的

魔术节目《魔法秘境》，让村民们体验魔术的神奇。

村民们簇拥在一起，欢呼声此起彼伏，共同庆祝新一年的到

来。村里的大姐说：“现在农闲了，能看看这样的演出可真好！我

们都是第一次在现场看杂技和魔术，你们啥时候再来，我早早过来

占位置。”

省杂技家协会送演出进乡村

弘扬英模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讯（韩宜廷）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开展向时代楷模鲍

卫忠学习活动。活动中，干警们从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担当作为、

纪律作风等方面学先进、悟精神、谈感想，从鲍卫忠同志先进事迹

中汲取奋进力量。在鲍卫忠身上真正体会到了人民法官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初心使命。通过学

习，干警们表示，要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用平凡的

坚守去诠释司法为民的使命担当。

追溯红色印记 赓续革命星火

本报讯（林倩）日前，临江林区基层法院组织党员和团员前往

陈云旧居、陈云纪念馆等地开展“追溯红色印记 赓续革命星火”主

题党日活动。他们在主题党日活动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积极传

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教育引导党员干警在以学铸

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取得新成效。

2023年吉林省“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工程启动仪式专场文艺演出在长春文庙广场举行。

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省民间艺术团送演出到柳河县罗

通山镇自立村。

梨树县地方戏曲剧团送演出到长春市九台区西营城街

道。 （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省曲艺团在辽源市顾大山庄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