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段西元） 昨
天国足在奥克兰进行的一场热身
赛中0∶0战平新西兰 ， 扬科维奇
执教中国队的首秀平稳开始。 从
比赛中看， 中国队在实力上并不
弱于新西兰队， 两队周日的第二
场比赛依然有很大的悬念。

扬 科 维 奇 此 战 排 出 442阵
型———门将颜骏凌，后卫张琳芃、
魏震、朱辰杰、刘洋，中场韦世豪、
吴曦、徐新、刘彬彬，前锋武磊、谭
龙。 新西兰队基本上由澳超球员
组成，但该队头号球星、效力于英
超诺丁汉森林的前锋伍德， 因为
受伤无缘此战。中国队已经1年多
没有比赛了， 加之中超新赛季还
处于准备期， 队员在一起有点生

疏，开场之后显得比较紧张。 第4
分钟张琳芃一次严重传球失误，
让新西兰队获得一个必进球机
会，但他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此
球之后， 中国队阵型全线回收摆
起了大巴。比赛过了半个小时后，
中国队开始加强进攻。 上半时第
31分钟， 韦世豪质量不错的直接
任意球， 第一次威胁到了新西兰
队球门。第42分钟，韦世豪点球点
附近的射门被新西兰门将塞尔奋
勇扑出。 上半时尽管新西兰队控
球时间占优， 但中国队绝对机会
并不比新西兰队少， 防守端也不
算是太吃力。

下半时一上来， 中国队就换
上了去年在中超表现不错的陈

蒲， 替下了老将谭龙。 下半时开
场仅2分钟， 中国队打出一波简
练精准的反击， 可惜武磊没当年
那么快了， 速度提不起来， 未能
形成单刀， 匆匆射门了事。 6分
钟后， 武磊获得了面对门将射门
的机会， 但他近在咫尺的打门角
度太正被化解。 第17分钟， 武磊
前场断球， 新西兰队长史密斯迫
不得已背后犯规被红牌罚下， 中
国队取得多打一人的优势。 第35
分钟， 张琳芃右路起球， 林良铭
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将球顶偏。
比赛尾声 ， 中国队连续获得角
球， 但身高马大的新西兰队总能
抢到第一点， 中国队没有再给对
手造成实质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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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孙 艳 ） 据
“北京花马 ” 组委会官方消息 ，
2023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暨第七
届 “花绘北京 悦跑大兴 ” 半程
马拉松将于5月21日开跑。 记者
了解到， 本届赛事将在线上线下
“接力” 开跑， 设置半程马拉松、
10公里健康跑、 5公里花海跑和
特色亲子跑4个项目。

“北京花马” 自2016年开跑
以来， 凭借专业的赛事组织、 林

间花海的特色赛道、 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和独具一格的馆藏资
源， 已经逐渐成长为有高度、 有
特色、 有内涵、 有口碑的精品IP
赛事， 是新大兴新国门靓丽的体
育名片。

与往届赛事不同的是， 今年
的“北京花马”将与北京月季文化
节、企业家抢先跑、消夏主题嘉年
华等活动整体策划、一体举办、充
分融合，打造“游、赏、乐、享”为一

体的休闲文化季 ，联动月季产
业、森林生态资源、绿色有机农业
和泛博物馆园区， 全面展示文、
农、旅特色资源，以赛事推动构建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的文旅高质
量发展格局。

据悉， “北京花马” 组委会
将在4月中下旬召开新闻发布会，
届时将公布赛事规模、 组别设置
和路线等具体信息， 并同步开启
报名。

话剧《炉火照天地》：演绎新时代工人伟大情操
唐代诗人李白在诗作 《秋浦

歌十七首》 中有一段描写当年安
徽秋浦冶炼工夜以继日辛勤劳作
场景的诗词———“炉火照天地 ，
红星乱紫烟。” 如今， 一部以此
为题的劳动者颂歌在北京唱响。
3月23日、 24日， 由安徽省话剧
院、 马鞍山市艺术剧院演出的大
型工业题材话剧 《炉火照天地》
在二七剧场上演。 全剧通过一个
老牌钢铁企业风雨兼程、 荣辱沉
浮的奋斗历程， 展现了新时代制
造企业职工锐意进取的风采， 讴
歌了中国制造行业在新时代的成
长蜕变。

作为文化和旅游部、 北京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新时代舞台艺术
优秀剧目展演参演剧目 ， 话剧
《炉火照天地 》 由著名剧作家 、
国家一级编剧、 原空政电视艺术
中心编导室主任王俭编剧， 中国

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 第十七届
文华导演奖获得者李伯男执导。
该剧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钢铁工
人秉承大国工匠精神， 成功让世

界铁路穿上 “中国跑鞋” 的故事
中提炼主题， 讲述主人公、 科研
工作者陈钢在新的历史时期， 遭
遇和父辈相似的困难， 他在思想

上经历了从 “为小家争气 ” 到
“为国家争光 ” 的精神淬火后 ，
终于实现了将硬度与韧性集于一
身， 推出了引领世界行业标准的
“中国制造”。

这部反映工人题材、 工业题
材的大戏在舞台呈现上以工业化
布景的形式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
个钢铁工厂之中； 在艺术呈现上
采取了独特的 “跨时空的人物交
流方式”， 让历史和现实浓缩在
两个小时的舞台表演中； 在台词
方面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炼钢
也是炼人” “祖国需要什么， 我
们排除万难也要造出来” 等， 塑
造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有知识、 有
理想、 有抱负、 有情怀、 敢创新
的群体形象。

据了解 ， 为了排好这部大
戏， 该剧主创团队深入基层了解
一线企业职工生产 、 生活的状

态， 并从影视资料及书籍当中了
解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历史。

剧中男主角陈钢的扮演者、
来自马鞍山市艺术剧院黄梅剧团
的演员查子竹表示， 作为一名来
自马鞍山的演员， 自己有责任把
马钢人的故事和精神带到更多人
的面前， “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工
业题材话剧中三代人的接力传承
和发展， 把不怕挫折、 勇于挑战
的马钢精神传递给广大观众。”

值得一提的是 ， 此次话剧
《炉火照天地》 演出场地二七剧
场曾被亲切地称为 “工人的剧
场” “铁路的剧场” “铁路文工
团的剧场”。 虽然如今的二七剧
场已经蝶变为现代化的演出场
所， 但从剧场墙壁上挂着的老一
辈艺术家照片以及工人题材话剧
的剧照中， 仍能感受到这里的历
史沿革。

时间剧场推出的环境式音乐剧 《威尼斯商人》 正
在上演。 观众们既可以在文艺复古风格的剧场中感受
威尼斯水城的浪漫场景 ， 还可以一边吃着小零食 、
喝着饮品 ， 一边与剧中的演员互动 ， 全方位体验
莎翁的经典戏剧。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威尼斯商人》“沉浸”上演

2023“北京花马”5月21日开跑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3月23
日上午， “世界遗产与北京中轴
线” 主题讲座在北京东城文化发
展研究院举办。 此次活动邀请北
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北
京中轴线申遗文本负责人吕舟教
授围绕世界遗产与北京中轴线保
护工作， 进行系统精彩的分享。

作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负
责人， 吕舟首先介绍了世界遗产
的概念和标准， 以北京中轴线的
定义为切入点总结了中国都城传
统规划观念， 阐述了北京中轴线
的世界遗产价值， 并说明了北京
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步骤和工作
进程。 吕舟说： “北京中轴线汇

集了13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最为
重要的国家纪念性建筑、 礼仪建
筑和标志性建筑， 是中华文明的
独特见证 。 对北京中轴线的保
护、 价值阐释是建设中国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体系的一项重要实
践。 目前， 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
文件已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心提交。 此次分享也
希望能促进大家对历史文化和中
华文明的关注， 激发公众参与北
京中轴线保护传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的热情， 并参与到北京中轴线
保护传承和由此激发的文化创新
中， 使北京中轴线通过遗产保护
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逐步
彰显出来。”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本报讯（记者 盛丽）近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
金资助的项目吉祥戏院“吉祥艺术课堂 感受戏曲
之美”公益活动拉开帷幕。 活动以剧目导赏、专家
讲座、 教学体验、 展览展示四大形式展现， 通过
“讲、学、演、互动”等多元方式带领观众走进戏曲
艺术的世界。

据了解， “艺术课堂” 计划于今年3月至6月
期间， 每月举办3至4场， 共计约35场公益性活
动。 “艺术课堂” 将邀请各戏曲院团的演员 、
导演 、 编剧及专家学者 、 艺术顾问等共同参
与。 主创及演员将通过剧目赏析的形式， 对经典
剧目的创作背景、 故事内容、 剧中人物行当等内
容进行细致的讲解与品评 。 参与者还可以体
验戏曲勾脸 ， 戏曲摄影、 戏本研读等相关主题
活动。 “艺术课堂” 还策划了专题画展、 戏曲服
饰展、 演出海报展等多场艺术展览。 此外， 吉祥
戏院还推出 “云戏曲” 线上讲座， 对剧目导赏、
专家讲座等内容进行线上播出， 引领观众探寻戏
曲艺术。

国足热身赛战平新西兰 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文件已正式提交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北
京中轴线网络视听文艺精品发布
活动暨网络综艺节目 《登场了！
北京中轴线》 启动仪式” 近日在
北京市东城区钟鼓楼广场举行。

本次发布的片单包含网络文
化综艺节目 《登场了！ 北京中轴
线》、网络纪录片《一脉》、短视频
《至美中轴》、直播活动《中轴骑妙
行》《听建·中轴》5部作品，力求以

多元的网络文艺形式，全方位、立
体化、 多角度呈现中轴线的历史
底蕴和时代内涵。 该节目是东城
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单霁翔的又
一部中轴线探访综艺片。 单霁翔
再次行走在钟鼓楼、永定门、北大
红楼、正阳门、南锣鼓巷等一批东
城文化地标， 与宋轶等嘉宾以影
视化演绎， 一同讲述中轴线的故
事。 本报记者 于佳 摄

网综《登场了！ 北京中轴线》发布

吉祥戏院打造35场“艺术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