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昨天，
记者从北京欢乐谷获悉， 历时两
年打造的北京欢乐谷五期·香格
里拉将于6月 28日 开 放 ， 届 时
中国第一台喜马拉雅雄鹰·音
乐过山车及模拟雅鲁藏布河谷
原生态的雅鲁藏布·大漂流即将
开启。

走进香格里拉区， 红黄相间
的滇藏风情建筑、 民族特色浓郁
的景观小品、 雅鲁藏布河谷、 神
秘的祈福塔、 飘扬的五彩经幡、
“一带一路” 风情演艺、 炫酷的

音乐过山车， 一步一景， 即刻给
广大来宾带来了独特的沉浸式感
官享受。

北京欢乐谷副总经理刘燕彬
介绍， 欢乐谷五期全新引入中国
第一台音乐过山车， 该过山车在
全球仅有三台， 堪称过山车中的
“劳斯莱斯”。 另外， 还引入了亲
水项目雅鲁藏布·大漂流， 这个
项目将可让游客享受一场雅鲁藏
布江河谷之旅。 除此之外， 悬挂
过山车、 跳楼机、 碰碰车、 鬼屋
等经典项目也将升级回归。

■娱乐资讯

欢乐谷五期月底开放

■职工文化

6月9日， 湖南卫视开始热
播一部名叫 《少年派》 的电视
剧。 该剧讲述了一群花季少年
的高中生活。 社团、 住校、 考
试……跟随着女主角林妙妙，
观众体会着别样青春的奇幻
“漂流”。

提到高中题材的电视剧，
《少年派》 绝不是出现在荧屏
上的第一部。 早在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 ， 一部 《十六岁的花
季 》 就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
象。 和 《少年派》 的视角差不
多， 《十六岁的花季》 也将镜
头对准了高中生这个群体。 诸
如早恋、 考试分数榜、 父母婚
姻危机等等剧情， 让观众了解
到那个年代高中生的思想动态
和校园生活。 随后 《十七岁不
哭》 《万岁高三二》 等电视剧
也聚焦着高中生的点滴。

在大多数人看来， 进入高
中就意味着和高考来场倒计时
的相遇。 所以， 在 《十六岁的
花季》 《十七岁不哭》 中更多
的是表述学生们和考试 “搏
斗” 的场景。 比如， 《十六岁
的花季》 中有这样一个剧情，
在一次考试后， 学校张贴出学
生成绩的红白榜。 见到不少同
学自尊心因此受到打击 ， 这
时， 女主角白雪一怒之下撕了
这个榜单。 这个情节， 让观众
开始正视高中生的 “叛逆”。

如果用 “凝重 ” 来形容

《十六岁的花季》 的话， 那么
正在热播的《少年派》则可以用
“轻松”来概括。 同样是高中学
生，《少年派》 中的林妙妙鬼马
精灵了很多。她因为饥饿，上课
就开始偷偷吃零食。 她参加学
校广播站， 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不服挑战， 大扫除时扛着课
桌和男生赛跑。 可以说， 《少
年派》 用更为轻松的视角展示
着如今多彩的高中生活。

当然， 《十六岁的花季 》
和 《少年派》 拍摄的年代和展
示的年代有着很大的时间跨
度。 所以， 会在人物个性设定
和情节展现上非常迥异。 但不
论是 “凝重” 的高中生活， 还
是 “轻松” 的高中时光， 这两
部电视剧都异曲同工的表达着
这样一个主题： 青春就是场奇
幻的 “漂流”。

青春或者说高中生活， 就
是个充满酸甜苦辣的多彩时
光。 就像 《少年派》 中的林妙
妙一样， 她考上了令人羡慕的
重点高中 ， 她感受到 “甜 ”。
但繁重的课业和考试成绩的失
利， 又让她体会到 “苦”。 老
妈的过分关注， 让她很 “酸”。
学霸同学的成绩， 又让她感到
很 “辣”。 但这个高中女生和
性格各异的同学们， 仍将用自
己的坚强感受着这场青春本就
有的奇幻， “漂流” 到自己想
要抵达的口岸。

《祖国颂》 《大中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 中国 鲜红的太阳
永不落》 ……5月30日， 东城区东华门街道总工会 “歌唱祖国·献礼华
诞———五月的鲜花” 职工歌咏比赛举办， 辖区近500名职工参加比赛。

本报记者 边磊 万玉藻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人类的声音》 是法国二十
世纪最富盛名的剧作家让·科克
托写于1930年的戏剧作品， 问世
以来一直被全世界优秀的女演员
视为最具挑战的戏剧作品之一。

《人类的声音》 中包含着许
多复杂而纯粹的情感， 诉说了爱
情的神圣和锋利。 剧中的女人对
爱人乞求、 放下尊严， 却被一根
短短的电话线将她与两人分隔两
端。 电话那头的爱人看不见女人
哭泣的脸， 听不清诚恳炽热的字
眼， 两人只能渐行渐远。 在70分
钟的鼓楼西版本中， 主演李梅把
面对即将分手的恋人之时， 悲情
而瞬息万变的情感起伏， 蕴含在
语言和肢体分寸拿捏的篇幅之
中。 李梅曾说， “科克托让人痛
恨， 他写的东西太直击人心底最
柔软的部分。”

■周末剧场

即日起至6月16日
鼓楼西剧场

《人类的声音》

于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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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6月23日
多维剧场

《归来》

玉泉小学
主题式书屋助力职工专业成长

场地有限、 工作繁忙， 还需
要考虑职工的读书问题吗？ 海淀
区玉泉小学近年来打造的职工书
屋不仅照顾到职工的精神需求，
还通过主题式环境融入对教学工
作的思考， 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上
述问题。

近年来， 随着区域和学校布
局的调整 ， 加上办学声誉的提
高， 玉泉小学的在校生由2011年
的 1400人增长到 2017年的 2800
人， 校址扩充到4个校区。 为了
满足周边适龄儿童的入学需求，
校园尽量腾出空间来安置学生。
在这样的有限条件下， 该校工会
依然考虑到职工的精神文化需
求， 在校长高峰的支持下， 将教
学楼一层的职工食堂和外面过道
打通， 改造成职工书屋， 食堂另
外安排场地。

据玉泉小学工会主席胡秋芝
介绍， 书屋现有2000余册书刊 ，
其中海淀区总工会 2016年奖励
327册图书 ， 2017年又拨款5000
元专项资金用于书屋建设。 目前
书屋由工会及工会服务社成员负
责管理， 实行开架借阅， 教职工
可自行取阅 、 登记 。 除了读书
外， 与阅读有关的活动会安排在
此举行， 人教社的部分新书也会

送过来进行展示， 平时校外来客
还可以在此歇息。 主屋的书桌上
放有校本课程教材和学校规章制
度， 方便客人取阅。 2016年， 此
处被评为海淀区优秀职工书屋。

与一般的职工书屋不同， 玉
泉小学的书屋名为 “苏霍姆林斯
基书吧”， 屋内处处有着这位前
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
家的印记 ： 正屋摆放着他的塑
像， 书架上放有他的著作和纪念
品， 墙上贴着他的工作照及其家
人来校参观访问的照片， 还有高
峰校长专门为他作的一首长诗：

“……闻一闻黑土地散发的芳香
啊， 看一看第聂伯河上的风帆，
您犁开的辽阔的教育田野， 让我
们今天来收获智慧果实的怡甘！”

这样的设计， 源于该校有一
个酷爱读书并推崇苏霍姆林斯基
理念的校长。 高峰的办公室里满
眼望去全是书， 就连办公桌上都
堆满各类专业书籍 ， 摞成半人
高 ， 他坐在桌后几乎被书挡严
实。 高峰告诉记者， 职工书屋的
建设初衷， 是为教师提供一个安
静读书的空间， 同时可以在此写
教案、 与学生谈心， 避开办公室

人多嘈杂的环境。 “用苏霍姆林
斯基命名， 就是以教育家的精神
感染每一位教师， 鼓励他们把读
书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让书吧成
为教师专业成长之地和精神高
地， 并且暗示教师要像他一样去
爱孩子。”

书吧建成后， 成为全校教职
工喜爱的场所， 很多青年教师都
会在课间或午休时来此， 从书中
寻找工作和生活的答案。 教师葛
丽男、徐佳贝说，书吧的空间相对
私密， 有助于她们安静地思考教
学问题； 经常阅读苏霍姆林斯基
的著作， 对于教师的工作也很有
帮助，所以她们经常来这里看书。

德育主任石颖近期在书吧里
借阅 《素质教育看美国： 玩的教
育》， 边读边记。 她计划把书中
内容与学校品牌 “十大好玩课
程” 相结合， 设计主题课堂， 引
导孩子们学会科学地玩。 平时除
了读书， 她还喜欢在书吧来场小
型读书会， 和同事讨论书里的情
节和人物， 分享感想， 有时也会
请家长去书吧里坐一会， 沟通一
下育儿理念。 “这里比在办公室
的交流更加生活化， 容易放松；
而且是精神小憩、 文化充电的合
适场所。”

中文版 《归来》 改编自韩国
同名话剧， 它刚刚上演就获得了
2015年第36届首尔戏剧节优秀剧
目奖/导演奖， 这部话剧在韩国
本土备受欢迎和喜爱。 2017年，
根据这部话剧改编的电影 《The
Return》 获得了第41届蒙特利尔
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金奖。

“归来酒家” 如同日剧中的
深夜食堂， 萍水相逢的人们在这
里相聚， 因同一种情绪———思念
而相逢。 在归来酒家， 人们围坐
在小酒桌旁， 饮下生活的痛苦，
转化为希望和期盼 。 话剧 《归
来》 的朴实和细腻打动了无数观
众， 也包括在台下观看的中文版
制作人汉坤， 他说： “我第一次
看的时候， 给我最大的冲击是，
我觉得它真实， 在舞台上他们的
表演有戏剧化， 但没有打破他的
真实感， 会让人更加有冲击感和
共鸣， 这是让我感动的。”

■书屋故事

《少年派》：青春是场
奇幻的“漂流”
□本报记者 盛丽

■娱乐杂谈

东东华华门门职职工工歌歌唱唱祖祖国国

中国首台音乐过山车即将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