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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晓婉
本报通讯员 冯煜桢

停摆两个月后，影视行业终于等到“重
启”时刻。

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星光岛酒吧街
上，《走起！我的天才街坊》剧组正在紧张取
景拍摄中。作为全国复工规模较大和复工时间
最早的剧组之一，从3月3日正式复工至今，剧
组已经连续拍摄了二十多天。见到制片主任刘
文鹏时，他已经略显疲惫，但在同行眼里，能
够有机会连轴转已经是幸运儿。

暂停两个月后，如今西海岸新区已有6个
影视项目在拍、在筹，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
园已全面复工，为剧组提供配套服务的置景、
服装、餐饮、交通运输等配套企业复工率达
90％以上。

影视城的复工，远没有想象中容易。剧组
工作人员来自天南海北，溯源不易，加之工作
中人员高度聚集，人传人风险大，这就对人员
安全评估提出很高要求。从目前各影视基地的
复工要求看，剧组新增人员抵达后先进行14天
隔离已成标配。《走起！我的天才街坊》剧组
也正是因为停机后全组150名演职人员均在酒
店待命休整，省去了外地抵青后的隔离时间，
才得以在疫情好转后的第一时间开机。

剧组从开机时起，巨额花销就在与时间赛
跑。想要尽快复工之急与疫情防控形势之严峻
形成一对“天然矛盾”。2月下旬，《走起！
我的天才街坊》剧组提出复工申请。“当时，
全国尚没有现成的剧组复工疫情防控方案可以

参考，我们第一时间把情况上报新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着手制定《影视剧组安
全有序复工指南》，为后续实现更多剧组在新
区开机拍摄开拓一条路子。”青岛灵山湾影视
局副局长赵芳说。

3月下旬，当记者来到东方影都星光岛酒
吧街时，剧组正在其中一间酒吧里取景。为减
少拍摄区和室内人员数量，导演工作棚、调音
台、服装道具等都安排在室外，除演员外所有

工作人员都佩戴了口罩，部分人员还佩戴了护
目镜和防护手套。“剧组专门成立了防控防疫
小组，责任到人。现场拍摄尽量保持安全距
离，每个人必须佩戴口罩，演员在开拍时会将
口罩取下由专人保管，导演喊‘CUT’后，
演员会在第一时间把口罩戴上。”刘文鹏表
示。

“除了拍摄场地，交通环节我们也有明确
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与演员实行酒店驻地到拍

摄地‘两点一线内循环’，每个人到达拍摄地
后都需测量体温，登记后在防疫通道消毒20秒
方可进入拍摄场地。”赵芳介绍。

不仅是剧组，影视基地东方影都融创影视
产业园也同样在经历大考。疫情期间为解决前
期筹备的剧组无法进行实地勘景的问题，产业
园推出园区VR全景和线上直播为剧组勘景提
供便利。“VR全景筛选60多个点位展现园区
170万平方米的设施及信息，线上直播汇集了
剧组最关心的内容，让剧组足不出户依然可以
进行拍摄前期的筹措工作。”东方影都融创影
视产业园品牌总监刘洋介绍。

如今摄像机开机，影视行业重启，但业内
人士分析，影视行业院线停映、剧组停拍、开
机推迟带来的影片积压、主创人员档期重排、
项目成本增加、现金断流等诸多冲击还将持
续。这不仅需要文化影视企业自身积极应对，
还需要影视园区、政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2月3日我们就出台了政策，明确自1月
29日停拍日起，直到政府相关部门通知恢复拍
摄日，免除剧组在停拍期间所使用摄影棚、置
景车间的租金，降低剧组摄制压力。”东方影
都融创影视产业园总裁孙恒勤告诉记者。青岛
西海岸新区也正在着手制定《关于支持影视产
业健康平稳发展的政策措施》，通过针对产业
链的关键环节积极施策，促进影视产业生态发
展。

更多政策红利也将持续释放。赵芳告诉记
者，下一步灵山湾影视局将加快政策性资金的
审核拨付，为影视企业纾难解困，推动新区影
视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西海岸新区已有6个影视项目在拍、在筹，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已全面复工

“重启”影视行业，青岛提供硬核模板

广告

俯瞰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王伟 黄河

“疫情来，号角响，全国上下战‘疫’
忙……病毒无情人有情，众志成城把病防。待
到春花烂漫时，万里江山迎骄阳！”砰砰砰砰
砰——— 哐——— 紧锣密鼓起前奏，胡弦、梆槌引
唱词……铿锵有力的唱腔频频从金乡县文化馆
传出来。短短19句唱词，融合了疫情防控知
识、抗疫精神、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等多方面内
容，老戏新唱，让人听了浑身充满力量。演唱
视频被传到网上，赢得网友纷纷点赞。

这传递战“疫”力量的“老戏”便是金乡
四平调，表演者是四平调演员田素欢、周娇娇
夫妇（上图）。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平调已有近百年历史，其唱腔四平八稳、旋

律四句一合，感染力强、独具特色，深受当地
百姓喜爱。

“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缩影”

四平调由淮北花鼓演变而成，以花鼓戏为
主，吸收了评剧、豫剧、曲剧、京剧、梆子等
剧种的曲调而形成，有人称它为“四拼调”，
因其唱腔四平八稳，四句旋律一合，后被定名
为“四平调”。四平调广泛分布在河南、山
东、安徽、江苏接壤地区。以花鼓为基础、大
量吸收其他姊妹剧种艺术营养的四平调，形成
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女声在质朴
之中不失委婉俏丽，男声则高昂豪放、刚柔兼
备，保留着较强的说唱特征。《陈三两爬
堂》、《小包公》、《哑女告状》等都是深受
群众欢迎的剧目。同时，由于四平调自始至今
的演变发展过程脉络清晰，有证有据，被人称
为“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间
艺术中的一朵奇葩，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金乡县文化馆副馆长苏海丽介绍，20世纪
20年代，淮北花鼓艺人杜学诗、张继德、杜诗
法等人结社组队，到徐州、济南、郑州等地巡
回演出，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1950年，剧团
巡回到金乡县鸡黍集演出，深受当地群众的欢
迎。后被金乡县接纳，命名为“金乡县四平调
前进剧社”。1956年，经国家登记后，改名为
“金乡县四平调剧团”。1954年，山东省文化
厅举办第一届戏曲会演，该团挖掘了花鼓戏的
传统剧目《小借年》参加演出，演出效果极
佳，赢得好评，并获了奖。剧目后经刘保玺、
王传友等人加工修改，被山东省吕剧团移植演
出并拍摄了电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剧本单行本。

“四平调底蕴深厚，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
学术价值。”金乡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孟蕾
说，保护发展这一剧种，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几百年来，在从淮北花鼓戏的萌
生，到四平调的形成、改革、发展、变迁过程
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艺术资料，如《四平调
唱腔集锦》、30万字的《四平调音乐》和《传
统剧目的唱腔、表演程式》等。

“不听四平调，晚上睡不着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平调成为金乡人文化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听说有四平调
演出，不管看没看过，这里的百姓总会愿意放
下手中的活跑去听戏，有的甚至还会跟着台上
的演员一起哼唱几句。可“听的人多学的人
少”，真正愿意从老一辈艺术家手中接过接力
棒的年轻人凤毛麟角。据统计，目前还活跃在
金乡四平调舞台上的艺人平均年龄已达50多
岁，能够登台的最年轻演员今年也已经40多岁
了，传承过程中出现明显断层。不少人担心再
过几年、十几年，可能就再也听不到四平调
了。

大家所担心的问题也是金乡县一直在努力
想要解决的问题。自四平调被批准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来，金乡县对四平调
进行抢救性保护和创新性传承，不仅成立了四
平调保护中心，并与曲阜师范大学联合成立了
金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四平调的
挖掘保护、宣传推介、研究开发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传承人队伍也得到了保护和补充。
同时恢复成立剧团、举办培训班、送戏下乡，
四平调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走进千家万户，走
进百姓群众的心中，再现了当年“不听四平
调，晚上睡不着觉”的情景。2019年，四平调

规模剧团和庄户剧团演出达到1200多场。
杜庆贤是金乡四平调非遗传承人，2014

年，连小学都没上过的他被聘为曲阜师范大学
的客座教授，开始从大学生中培养传承人。在
曲师大的课堂上，杜庆贤经常把学生叫到讲台
上，现场传授表演技巧，希望学生能通过表演
多了解点内涵，他相信这有助于扩大四平调的
影响。2015年，解散了近30年的县四平调剧团
重获新生，这让杜庆贤和他的师兄弟们又看到
了四平调振兴的希望。

“到曲阜朝圣、到金乡听戏”

金乡县戏曲曲艺资源丰富，除了四平调以
外，还有山东梆子、两夹弦、豫剧、柳子戏等
戏种，以及山东落子、山东渔鼓、山东琴书、
简板大鼓、金乡花鼓戏、梨花大鼓、坠子、山
东快书、快板等10余个曲种。疫情防控期间，
当地曲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鲜活的曲艺作品，
讲述一线感人故事，传播防疫知识，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凝聚了正能量。

孟蕾介绍，近年来，金乡县还创造性地提
出“到曲阜朝圣、到金乡听戏”的理念，弘扬
以非遗为代表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并将非遗
项目挖掘与惠民工程“送戏下乡”相结合。全
县挖掘整理有价值的非遗资源达300多项，其
中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5项、市
级非遗项目12项、县级非遗项目66项，素有
“书山曲海”之美誉。

四平调演变发展过程脉络清晰，有证有据，被人称为“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

一朵奇葩，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金乡四平调：老戏新唱助战“疫”

□记者 贾瑞君 李广寅 报道
3月27日19：00，位于东营市清风湖畔

的雪莲大剧院，霓虹闪烁，场内整洁一新。
600余名观众走进剧场，隔座而坐，保持着
安全距离，期待着剧院第十三部幼儿亲子剧
《小蝌蚪找妈妈》的精彩上演。

剔除疫情防控空座因素，这场期待已久
的剧目上座率超过了90%。作为省内第一家
恢复演出的专业剧场，雪莲大剧院在东营率
先吹响“复工号”，标志着停业近两个月的
我省剧场演出行业迎来了复苏。

雪莲大剧院

吹响“复工号”

文化资讯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7日讯 “右拳握如日，左掌弯

如月，怀抱天下一拱手，春风扑面起。小草挺胸
敬，昆仑谦和迎，不卑不亢一作揖，亲近我和
你。”由著名词作家曲波（上图）作词的公益歌曲
《拱手礼》近日发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疫
后健康得体的礼仪。

一场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疫情
缓解，各地逐渐恢复活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的同
时，人们见面打招呼的礼貌礼仪也迎来了新变化。
相互之间熟悉的握手礼，变成了点头、拱手。曾创
作过《中国娃》《和谐中国》等词作的曲波有感而
发，创作了这首歌曲。

“无论是全民战‘疫’期间，还是疫情将过，
很多人见面相互都在自发使用‘拱手礼’，我产生
了倡导推广疫后新礼仪的想法。”曲波说，他联系
了几位艺术家，第一时间得到了作曲家丁纪、司麦
澳（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歌手乌兰图雅的支
持。

拱手礼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见面问候礼仪，古时
又叫作揖、揖礼，是古代汉民族的相见礼，其历史
非常悠久。《论语·微子》曾载“子路拱而立。”
这里子路对孔子所行的就是拱手礼，拱手礼的正式
称呼应该叫揖礼。拱手礼的正确做法是，行礼时，
双腿站直，上身直立或微俯，左手在前、右手握拳
在后，两手合抱于胸前，有节奏地晃动两三下，并
微笑着说出相互之间的问候。

曲波是国家一级作词，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
席，作品屡获国内大奖。曲波、司麦澳（北京）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总裁成中和乌兰图雅都是中国文艺
志愿者协会理事，热心公益，作曲家丁纪也加入到
创作团队中。他们表示，希望歌曲《拱手礼》能为
疫后倡导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礼仪发挥好艺术的助推
作用。

“你拱手，我作揖，礼貌端庄又得体。一团和
气暖乾坤，五湖四海遍知己。”歌曲由全国“最美
志愿者”、蒙古族著名歌手乌兰图雅演唱。她说，
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传承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礼仪是文艺工作者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担
当。

公益歌曲《拱手礼》

倡导健康得体的传统礼仪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精神的鼓

舞至关重要，文艺宣传的力量不可或缺。日前，山
东电子音像出版社推出音像出版物《大爱前行———
献给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全体英雄们的赞歌》，收
录了我省文艺工作者致敬战“疫”英雄的音像作
品，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特长讲好战“疫”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
自觉投身战“疫”文艺创作，专业院团、社会艺术
团体、艺术家共同行动，紧扣抗击疫情主题，创作
出书画、歌曲、戏曲曲艺、非遗、朗诵等各类战疫
文艺作品，营造了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舆论氛围。

在省文旅厅的支持下，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联
合相关单位和部门精心组织策划，推出音像出版物
《大爱前行——— 献给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全体英雄
们的赞歌》，其中收录了18首代表性作品。

18首收录的作品大多具有浓郁鲜明的山东地域
特色，由业内知名艺术家打造。如，烟台市吕剧院
推出的吕剧歌曲《祈福平安》，是由已退休的老艺
术家、国家一级作曲高赴亮老师作曲，国家一级编
剧张胜云作词，吕剧院演员们全情投入表演，最终
呈现出高水准的吕剧战疫歌曲。

《大爱前行》

致敬战“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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