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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花乡葆台村工会主席
赵冬梅

争取在文艺汇演时取得好成绩
今天上午10点 ， 丰台花乡地区

总工会主席张春生来到我们葆台村，
预审我们庆七一的文艺节目。

今年我们准备了两支舞蹈节目，
一支是广场舞 《跳到北京》， 另一支
是藏族舞蹈 《想西藏 》。 一个月前 ，
我们就开始发动村民 、 职工积极参
与， 结果大家报名非常踊跃。

这一个多月来 ， 大家几乎每天
都在练习。 为了让舞蹈练得更好些，
我们工会还请来了专业的指导老师，
村民 、 职工跳舞的积极性更高了 。
我经常去现场看 ， 发现大家跳舞的
精神状态特别好 。 虽然很累 ， 但大
家都特别开心， 这让我也很欣慰。

今天张主席来 ， 对我们的节目
进行预审 ， 大家都很激动 。 当换上
漂亮的裙装 ， 跟随着音乐的节奏 ，

大家就陷入了优美的舞蹈世界……张
主席看了说我们的表演不错， 我们心
里美滋滋的。

6月底整个花乡庆七一文艺汇演
就要举行了，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一定要加强训练， 争取在花乡庆
七一文艺汇演比赛中拿个好成绩。

去年10月份， 我当选为葆台村工
会主席。 我感受特别深的是， 工会开
展的文体活动大大丰富了职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 虽然为了取得好的成绩，
我们的村民、 职工在刻苦训练着， 但
是在训练的过程中， 大家加深了彼此
的感情， 享受了舞蹈带给生活的美，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基层工会工作者，以后我们
要组织更多更丰富的文体活动， 让更
多村民、职工展现魅力， 活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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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现场

■职工日记

鲜花送给“老爸老妈”

北汽共产党员服务车队
刘红

2016年5月19日
星期四

晴

今天一大早， 我们车队排着整齐
的队伍浩浩荡荡地驶入了位于城南
的北京一福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
院内。 这是我们北汽共产党员服务车
队的司机师傅们来院探望这里的“老
爸老妈”们，和这里的老人家们共同
度过一个难忘的孝亲家庭日活动。

中心在住的老人平均年龄在83
岁以上 ， 最大的已经91岁高龄了 。
老人们盛装出席 ， 早早的就落座会
场， 很是兴奋。

活动中 ， 不仅老人的儿女们陪
伴左右，北汽的哥的姐们也将这里的
老人当成自己的老爸老妈。 我们为老
人们奉上了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还
特意敬献了曲水流觞书画院书法家

赵凤春的题辞， 以示纪念。 散发青春
活力的舞蹈和现场彩头京剧表演， 给
老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主持人的介绍下， 一幕幕老照
片映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貌美靓丽的
姑娘， 飒爽英姿的小伙子， 娃娃的笑
脸， 一张张全家福……每一幅照片都
有一段温馨感人的故事， 也都记录着
老人们的青春， 记录着一个家庭亲情
的美好。

老照片环节后， 中心和北汽党员
服务车队的代表们， 为老人们敬献了
寿桃和鲜花， 并一起照全家福留念。
当我把花送到老人手中时， 心中特别
开心。 明天就是520情人节， 大家一
起对老爸老妈们说： 我爱你！

歌坛大腕
演绎“行走的力量”

“我们的名字叫红军， 不拿群众一
针一线！” 6月16日下午， 国家大剧院排
练厅内 ， 传出嘹亮的高音 ， 一队 “红
军 ” 正在和当地的老百姓在古老的集
市上进行公平交易， 群众们热情高涨，
对红军队伍竖起大拇指。

正在排练的是国家大剧院原创歌
剧 《长征》。 该歌剧将于7月1日登上舞
台献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逾百人实景演绎
“行走的力量”

背着长枪的红军 、 提着篮子卖农
产品的群众……舞台上 ， 演绎着上世
纪30年代遵义军民和谐的热闹场景。 六
幕九场 ， 登场人物近30余个 ， 合唱逾
120人。 歌剧 《长征》 是国家大剧院迄
今演出规模最大的中国原创歌剧。

排练厅的一边 ， 导演田沁鑫 、 杨
笑阳认真地看着演员的演出 ， 并不时
打断排练进行个别指导 。 作为首次操
刀导演歌剧 ， 田沁鑫表示压力很大 ，
却怀着很高的期待。

《长征》 中很大部分场景是红军队
伍艰苦卓绝的行走和奔袭 。 如何用歌
剧的形式体现 “行走的力量”， 这对于
歌剧的创作来说是一大挑战 。 田沁
鑫表示 ， 本剧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建
筑师马岩松先生 。 这是马岩松先生
第一次跨界来本剧担纲舞美设计 。 7
月 1日 ， 观众将会在舞台上看到红军
飞夺泸定桥 ， 翻雪山 、 过草地 ， 这些
经典场面将得以实景体现。

“这个行走横跨11个省， 整个过程
中打了几十场战役， 翻越了五座雪山，
并且其中有一座是从来没有人翻越过
的 ， 后面还有非常可怕的草地 。 最可
怕的是无人区的沼泽地 ， 很多人都期
盼下一站会宁会师 。 但就在胜利之前
最后一站 ， 竟然有那么多年轻的生命
被陷进了沼泽地 ， 这是很恐怖的 。 我
们会用多媒体以及舞台设计来呈现这
种残酷。”

唱腔经典感人至深
阎维文首次唱歌剧

排练现场，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
了舞台， 他就是著名歌唱家阎维文。 这
是他首次挑战歌剧并担纲演出主角 “彭
政委”。 阎维文的 “好嗓子” 在排练厅
中回荡， 既高亢响亮又饱含深情。 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为了顺利完成歌剧
处女秀，表现好“彭政委”这个角色， 阎
维文可没少下功夫。 他研究剧本， 苦练
唱腔， 认真地演绎好每段演唱和动作。

“我很珍视这次演出机会， 歌剧表
演对我来说还比较陌生， 压力比较大。
但是军人就是这样， 更应该用长征精神
去演绎 《长征》， 既然已经接受了任务，
就必须坚决完成。 对于我来说， 每一次
的排练都很重要， 除了演唱技巧， 对于
人物的刻画尤其重要。 从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在努力找到 ‘彭政委’， 并使自
己成为他。” 阎维文说。

在音乐上， 可以听出创作者印青下
的功夫以及唱腔的与众不同。 《长征》
全剧在唱法上有别于原创歌剧单一采用
民族或美声唱法的做法， 而是两种唱法
完美结合， 并组成强大的阵容。

排练现场记者提前听到很多经典唱
段 ， 深入人心 。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
么”， 这一唱段出现在阎维文饰演的彭
政委与王喆饰演的洪大夫在瑞金分别之
时。 曲调不仅饱含深情， 也表达出坚定
的革命信念。接下来阎维文的唱段“寒夜
中” 则把观众推向了湘江之战的残酷前
线。 第三幕中， 女高音王一凤通过演唱
“三月桃花心中开”， 表达着军民鱼水之
情。 饰演平伢子的歌唱家王宏伟演唱的
“我舍不得离开红军” 同样感人至深。

正如导演田沁鑫所说 ， 歌剧 《长
征 》 以特 别 的 表 现 形 式 展 现 伟 大 的
长征 ， 其多年磨一剑的精心雕琢和
强大演出阵容、 经典的唱腔、 真实的
舞美， 将会在演出现场带给观众不一样
的视听享受。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大剧院歌剧《长征》排练探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