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职工工体体育育

近日 ， “微艺术·大视野 ”
微视频作品颁奖会在门头沟区龙
泉宾馆举行， 在颁奖仪式中， 共
颁发了 “身边榜样”、 “寻找追
梦人”、 “文化小故事”、 “最美
的风景” 4个竞赛单元的最佳影
片以及 “最具人气奖”、 “最佳
贡献奖” 两个奖项。 今年的微视
频征集活动从8月份以来， 共吸
引了数百名影视爱好者参与， 所
拍摄的作品基本上是对门头沟好
山好水好人好事进行的艺术化再
现。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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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路南延项目部， 一天的
工作结束， 天色黑下来。 同事们
三三两两相约喝酒、 打球儿， 杜
跃文一个人回到宿舍， 拿出自己
喜爱的长笛， 悠悠地吹起来……
在北京市政路桥工程总承包一
部， 提起吹拉弹唱样样都会的人
物， 大家不约而同都会想起杜跃
文。

连续几年组织单位歌咏比赛
杜跃文今年50岁， 从参加工

作开始， 他就是单位的文艺积极
分子。 上学时自己组建的乐队曾
经上过当地电视台， 工作后无论
在机关还是工厂， 都是宣传队成
员。

“现在的年轻人， 成天拿个
手机上网， 我们那会儿……时代
不同啦……” 杜跃文感慨着说。

甭管在哪个单位， 只要单位
有歌咏比赛， 杜跃文保证是组织
者。 在他看来， 一个单位文艺活
动要想搞得红红火火， 关键还在
领导支持。 早些年， 杜跃文经常
在单位组织文艺活动， 大家通过
排练节目、 参加比赛， 在工作之
余也增加了沟通， 不但感情更加

亲密无间， 工作起来也愈发有默
契。

在单位转型为企业前， 他连
续组织了三届歌咏比赛， 届届成
功。

“现在这人， 不是上网就是
打牌， 业余生活太贫乏。 其实单
位组织个宣传队什么的， 长期活
动一下， 在精神上的拉动肯定会
不一样 。 比吃一顿 、 喝一顿要
强！”

把乐器当成最好的伙伴
一般的歌曲只要听一遍， 杜

跃文就能演奏下来。 钢琴、 小提
琴、 长笛、 长号、 萨克斯……工
作之余， 这些乐器是杜跃文最亲
密的伙伴。

听音乐 是 他 最 大 的 爱 好 ：
“乐器主要掌握演奏技巧， 但你
得了解乐理， 得听、 有乐感， 才
能演奏出来。”

杜跃文说不清自己的乐感来
自哪里， 他只知道， 只要能唱下
来的歌 ， 他就能用乐器演奏出
来。

为了学习乐器， 他也时不时
会报个培训班， 找专业的老师辅

导一下。 学习过程中没遇到过什
么困难， 不过他说： “因为咱不
是干专业的， 所以毫无压力， 没
给自己定那么高标准， 多难的指
法都会。”

在他看来 ， 乐器都是相通
的， 不同乐器的技巧稍加练习就
可以了。

音乐是自己的心灵鸡汤
“工地上的节奏就是忙的时

候24小时没闲儿， 待命的时候又
可能没有具体工作。” 这样的工
作 ， 让杜跃文更加热爱音乐 ，
“高兴的时候， 来段儿音乐抒发
心情； 烦躁的时候， 演奏一段儿
平复情绪。”

刚开始在工地演奏的时候 ，
会有同事围过来欣赏 ， 久而久
之， 这已经成为大家习以为常的
背景音乐。

对杜跃文来说， 音乐是自我
消遣， 也是自我充实， 更是涤荡
心情的心灵鸡汤。 不忙的时候 ，
他也会约上三五乐友， 自驾到远
郊烧烤弹奏， 大家轮流歌唱。

用音乐倾诉对生活的热爱 ，
是杜跃文的表达方式。

■■音音乐乐音音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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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职工杜跃文：

吹吹拉拉弹弹唱唱样样样样都都会会

■■娱娱乐乐杂杂谈谈

口中捣鼓着方言、 手里忙活
着农活儿、 脑海里还要思考着缕
不清的家长里短……说到农村题
材的电视剧， 在一些观众的脑海
中， 仅仅定义为以上这些元素。
近几年， 活跃在电视荧屏的农村
题材剧集不少， 但真正能得到观
众认可的却寥寥无几。

其实 ， 一部农村题材电视
剧， 要想完美演绎并不是件简单
的事， 它也需要创作者的用心 。
只有制作中体现出的精细活儿，
与题材展示出的厚重感相遇， 剧
集才能得到完美的演绎 。 这一
点， 在北京卫视正在播出的电视
剧 《老农民》 中得到印证。

面朝黄土背朝天……提到农
民， 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 或多
或少地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电
视剧 《老农民》 开篇的第一个镜
头中， 两位上年纪的农民正在为
儿女的婚事 “决斗”。

这样的设计看似普通， 其实
很有寓意， 符合了那个年代的农
民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 也巧妙
的引出剧中的主要人物 。 可以
说， 这是剧集精细活儿的一种体
现。

说电视剧 《老农民》 处处可
见精细活儿， 除了体现在剧情设
计上， 就连角色名字上也体现着
用心。 牛大胆、 杨灯儿、 马大头

……这些名字乍一听会让人扑哧
一乐， 但这却是创作者用心的体
现。 这些简单名字的背后， 也蕴
涵着深刻的寓意， 体现着人物的
性格特征。

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也需要厚
重感 ， 当然 ， 这所谓的 “厚重
感” 并不能简简单单的和 “年代
戏” 划上等号。 不是大跨度的时
间展示， 就意味着剧集有厚度。
厚度感展示的关键， 还在于剧中
人物与剧情脉络的相互映衬。

还记得在2008年， 曾经上演
过 一 部 非 常 有 厚 重 感 的 电 视
剧———《闯关东》。 从剧中人物朱
家一家人决定闯关东开始， 到历
经磨难全家终于团聚在镇上开起
菜馆， 再到朱家人一起抗日。 如
果按年代跨度来计算 ， 《闯关
东》 所展示的年代不算长， 但这
丝毫不会影响这部电视剧厚重感
的展现。 因为剧中一个个精美的
画面， 一组组跌宕起伏的剧情，
早已在无形中拓宽着剧集的厚重
感。

说到这儿， 似乎可以得出一
个结论： 一部成功的农村题材电
视剧， 并不需要偶像剧的时尚造
型 ， 也不需要古装剧的雷人剧
情。 “朴实” 仍旧是农村剧不变
的主题， 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处处
可见的精细活儿与厚重感。

本周二， 卢沟桥地区总工会联合铁刷自行车俱乐部、 户外志， 开
展了 “绿色出行、 文明出行、 安全出行、 快乐出行” 的活动， 倡导卢
沟桥地区职工树立文明安全的出行意识和养成文明交通的良好习惯。

在活动现场， 铁刷俱乐部负责人结合案例给在场职工答疑解惑，
从出行规则、 社会责任、 避险常识等方面向大家讲授平日骑行中需要
注意的问题。 另外， 卢沟桥地区总工会还邀请到了交通支队民警、 健
康讲师和律师分别从交通事故、 健康运动常识和交通法律法规等方面
向全乡广大职工讲述 “绿色出行、 文明出行、 安全出行、 快乐出行”
的健康理念。 本报记者 王卓 陈艺 摄影报道

2015审美国际发型文化艺
术， 近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
重举行， 上演了一台集色彩、 发
型、 化妆、 服装、 规模及整体搭
配为一体的文化盛宴。 无论妆型
还是发式及整体效果都以实用为
主， 通过极具国际流行前沿的个
性化短发， 精致而严谨的几何型
立体剪发技巧， 勾画出细致的流
线轮廓， 不规则的修剪设计， 充
分体现发型师深厚的功底及美学
理念。

本报记者 邱勇 摄影报道

发型文化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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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民》：
处处可见精细活儿与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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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