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优惠！山东景区送出教师节福利
记者 孙远明 济南报道

9月10日当天，教师本人持教
师资格证、教师证、教师工作证
(三者任一)及本人身份证可在济
南野生动物世界景区售票窗口换
取免费票(仅包含入园名额)，一
个证件可换取一次，仅限本人使
用。广大教师可凭教师资格证，还
可免费畅游淄博周村古商城景区
及各景点(需人证一致)。

9月10日—9月17日，老师们
游览济南红叶谷景区，可凭本人
教师资格证或工作证，享受门票
半价优惠(原价80元/人，半价40
元/人)。凡到景区游玩的游客，转
发景区活动至朋友圈或者抖音，
可以在景区检票口免费领取祈福
丝带1条、漂流10元代金券1张(此
券仅限一人使用，不可叠加，不可
兑现)。

想去青岛游玩的注意！9月10
日，全国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
及身份证可免费游览青岛即墨古
城的即墨县衙、文庙、万字会，陪
同家人(限2人)可享受半价游览
的福利。教师节当天，教师凭本人
教师资格证购买青岛海底世界教

师节活动通票，赠送青岛国际会
议中心门票一张。

若想迎着阳光到海边，可以
去日照刘家湾赶海园。9月10日当
天，凡持有有效教师资格证的教
师，均可在景区售票处凭证免费
领取当日门票一张。教师随行家
属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每位教

师限带三位家属)。
教师节打卡孔子故里是不少

人的首选。济宁曲阜三孔景区发
福利，在职教师凭本人身份证和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免费参观
景区(需换票)；初次录用未取得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教师凭本
人身份证及任职培训证书(或录

用通知书、报到通知书等有效证
件)免费参观景区(需换票)。

在山水间度过一个教师节也
是个不错的选择。教师节当天，
持本人教师资格证游览沂山风
景区免门票，索道、滑道、漂流项
目享受半价优惠。教师凭本人身
份证及教师资格证(两证齐全)仅

需9 . 9元即可畅游水泊梁山风景
区。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
或相关工作证明免门票游览沂蒙
山龟蒙景区、沂蒙山云蒙景区，同
行亲友(限5人)享受门票门市价
半价优惠，即35元/人(门市价70
元/人)。

沂蒙山银座天蒙景区还给老
师们准备了三重好礼。所有教师
凭本人教师资格证享受免天蒙景
区门票(白天+夜场)优惠政策。活
动期间，所有教师凭本人教师资
格证进景区，赠送费县银升影城
电影票一张。教师节当天，在索道
上站平台区域拍摄景区游玩照片
或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抖音等个
人社交媒体，赠送玫瑰花一支。

记者提醒广大游客，部分景
区虽有优惠活动，但仍采用预约
制入园政策，出行前一定提前规
划。比如，教师节当天枣庄台儿庄
古城面向全国教师实行门票免费
政策(凭教师资格证原件及身份
证原件)。因景区实行预约制入
园，活动采用免费不免票政策，游
客需提前在公众号预约免费票或
者凭有效证件于售票处换取免费
票方可入园。

记者 孙远明 济南报道

剧情起于2015年秋的黄河岸
边。主要讲述了博士生林春晓和
同学来到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研发培育抗倒伏
耐盐碱豆苗，在当地试验田负责
人老潘等人的帮助下，实现一场

“黄豆雨”的故事。整个剧目聚焦
一条困难重重、永无止境的农业
科研之路，描写了三代农业科技
人员跨越七十余年的追梦之旅，
一个要把黄河入海口盐碱地变身
大河粮仓的质朴梦想。

作为柳子戏首部现代戏，《大
河粮仓》在表演和唱腔上与传统
戏有很大区别。由于柳子戏的剧
目以传统古装戏居多，在《大河粮
仓》的创排过程中，演员们在塑造

角色时经历了不小的挑战。
如何将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和

现代戏的表现形式相结合，进而
展现出戏中年轻科研人员内心的
坚韧和拼搏精神？饰演林春晓的
演员尹春媛下了苦功夫。“现在饰
演的这个人物更加贴近生活、真
实，不像传统戏中会有概念化的
模型，开始一直找不到抓手。”思
考、打磨，在一遍遍地排练中，尹
春媛沉入到角色中，逐渐捕捉到
人物性格和情感要点，戏中人物
形象也愈发清晰。

能让观众坐着听完两个多小
时的全场，唱腔有不小的功劳。区
别于传统柳子戏唱腔的委婉细
腻，《大河粮仓》的唱腔节奏更快，
用尹春媛的话说，是“人物的对话
要跟着情绪走”。演员生动的表演
富有感染力，把观众代入到黄河
岸边、盐碱地上，在一幕幕紧凑情
节的推进中，观众对“黄豆雨”的
期待之情到达顶峰，“黄豆雨”落
时泪也落下，是现场不少观众的
真实反映。至此，剧情到达高潮部
分，也是尾声。

山东省文化馆原馆长、著名

作曲家高鼎铸在《大河粮仓》的作
曲上，守正创新，既沿用了柳子戏
的“老三件”：笛子、笙和小三弦，
也加入了民族乐器和西洋管弦乐
器，来凸显柳子戏的风格特点和
剧情的时代感，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需求。“柳子戏作为一个古老剧
种，要反映现代生活，必然要在继
承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鼎铸还
在音乐的写作上运用手法，“把原
来比较慢速的加快，改成符合时
代和情绪的音乐。”此外，《大河粮
仓》主题歌《黄河号子》的加入，也
让观众耳目一新。

为了更好地呈现现代戏特点
和舞台效果，剧组还请来了上海
越剧院青年导演徐伟。徐伟的加
入，为该戏带来了新的呈现方式，
打破了演员身上传统戏曲的“范
儿”，使表演更贴近生活，符合当
下时代特色。该剧还融入了电影
元素，开场的剧情设计和结尾片
都给观众带来惊喜。同时，徐伟还
注重空间利用，如转台和二道纱
幕的使用，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
觉体验。

与此同时，《大河粮仓》的唱
词还十分具有“山东味”和时代
感。“咋呼”“拧巴”等山东地方语
言突出本土性，直接拉近了和观
众的距离。“外卖”“珍珠奶茶可爱
多”等唱词贴近年轻人，时代气息
扑面而来。“2016年有外卖了？”

“有了。”身边两位年轻人的讨论
交流，正说明认真看戏了。

来自淄博的曲艺演员肖诚皓
“迷”柳子戏有三四年。这次来到
济南看《大河粮仓》的首演，分享
了他看戏后的感受。在他看来，

《大河粮仓》可以让年轻戏迷能够
更深入、简洁地去了解故事，剧情
和唱段直击观众心声，达到了

“快、准、狠”的效果。“戏中还融入
了话剧、舞台剧表现手法，还有戏
中实验室富有科技感的大幕设
计，既保持了柳子戏的传统又融
合现代元素，十分难得。”对肖诚
皓来说，《大河粮仓》值得回味。

9月2日晚的演出，观众席中
还有一位特殊人物。柳子戏表演
艺术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今年92岁高龄的黄
遵宪在家人的陪伴下也来到了现

场观看演出。作为把柳子戏《孙安
动本》第一次搬上大荧幕的“老孙
安”，黄遵宪全程看完后辈们的演
出，言辞中充满赞赏和肯定。“我
是第一次看这样的戏，跟过去的
演出形式不大一样，过去的演出
形式有点陈旧，现在的演出很
好！”黄遵宪说，他的思想原则就
是在改革当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存。“今天看这个戏，发展得挺快，
我很赞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坚持守正创新”原则，明确了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动力。
守正，才能根深；创新，才能叶茂。
新征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
推出更多文化精品，让中华文化
绽放新的时代光彩。《大河粮仓》
就是一次传统柳子戏守正创新的
有益尝试。

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李长海介绍，
文艺作品要引领时代风尚，做时
代的倾听者。山东省柳子戏艺术
保护传承中心将把《大河粮仓》的
创作，当作青年演员成长的台阶，
当作柳子戏进行现代戏创作的重
要试验田，推动作品在不断演出
中提升质量。

《大河粮仓》中，由演员王伟
饰演的老潘有一句唱词：“谁能来
续黄豆梦？”在后续的情节中，老
潘回答了这句问话：不仅仅是需
要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一群
人，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

《大河粮仓》的首演成功，正
是一代代柳子人传承、创新和发
展的结果。在新时代下，期待柳子
戏这个具有600年历史的古老地
方稀有剧种，能够再次焕发耀目
光彩，迎来属于“天下第一团”的
一场“黄豆雨”。

改革创新，做时代的倾听者

首部现实题材柳子戏《大河粮仓》立上舞台

这个初秋，600年古老
剧种柳子戏结出硕果，给
全国观众献上了一部精
彩大戏。9月1日-2日，国家
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
台剧资助项目——— 柳子
戏《大河粮仓》在山东剧
院成功首演。

作为山东省柳子戏
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
省柳子剧团)创作的首部
现实题材作品，《大河粮
仓》的诞生具有特殊意
义，也是一次重大的创新
与突破。

第40个教
师节到了，山
东多家景区推
出 教 师 节 福
利，向老师们
表达感谢与祝
福。济南红叶
谷景区、青岛
海底世界、枣
庄 台 儿 庄 古
城、济宁曲阜
三孔景区等均
有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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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红叶谷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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