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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照 中 央 宣 传 部“ 我 们 的 中 国

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统一部署安排，

我县积极参加文旅部非遗司“非遗过大

年 文化进万家”春节系列活动，春节期

间将陆续开展多项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

节日氛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群

众感受到浓浓年味儿。

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于

2023年1月14日（农历腊月廿三）至2月5

日（农历正月十五）期间，组织开展非遗传

承线上视频展演相关活动，通过微信视频

号、抖音、B站等各个平台推动。

线上活动

活动一：2023年“文化进万家 视频

直播家乡年”——宝丰县“书说天下 唱

响万家”马街书会系列视频云上书场

内容：40 余个优秀曲艺节目陆续线

上“亮书”。

时间：2023年1月23日（除夕）—2月

6日（正月十六）

活动二：2023年“文化进万家 视频

直播家乡年”非遗过大年之“年味宝丰”

内容：以生态区民俗、传统美食制作

技艺为核心，结合逛大集、赶庙会、买年

货、贴春联等民俗推出《宝丰民俗——跟

着爷爷赶庙会》、磨豆腐、蒸年馍等视频。

时间：2023 年 1 月 14 日（腊月二十

三）—2月6日（正月十六）

活动三：2023年马街书会宣传片

内容：以年俗与曲艺传承为主题，

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宣传马街

书会。

时间：2023年1月24日（大年初一）

活动四：2023年“文化进万家·视频直

播家乡年”——宝丰县“书说天下·唱响万

家”马街书会系列活动之马街书会民俗志

内容：通过民间艺人拜年、祭火神、艺

人接待、拜师收徒、对戏、书状元评选等马

街书会传统民俗活动，展示马街书会深厚

文化内涵与独特魅力。

时间：1 月 27 日（正月初六）—2 月 5

日（正月十五）

活动五：长篇大书系列视频展播

内容：河南坠子《杨宗英下山》

时间：2023 年 1 月 14 日（腊月二十

三）—2月5日（正月十五）

活动六：2023年“文化进万家 视频

直播家乡年”之云上戏台

内容：豫剧《穆桂英挂帅》《包青天》

《花枪缘》《寻儿记》，曲剧《舍妻救凤》《千

里寻夫》《慈母泪》。

时间：1 月 23 日（正月初二）—2 月 5

日（正月十五）

活动七：第十八届全国优秀曲艺节目展

时间：2月3日（正月十三）—2月5日

（正月十五）

活动八：宝丰县“书说天下 唱响万

家”马街书会系列活动之第五届传统长篇

大书擂台赛

时间：2月3日（正月十三）—2月5日

（正月十五）

活动九：宝丰县原创优秀文艺节目

展演

时间：2023年1月

活动十：“唱响马街”乡村春晚

时间：2023年1月

线下活动

活动一：马街书会

内容：举办祭火神、拜师收徒、对戏、

亮书、写书、评选书状元等活动

时间：2023年1月28日至2月3日（农

历正月初七至十三）

地点：杨庄镇马街村

活动二：举办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研

讨会

时间：2023年2月2日至2月4日（农

历正月十二至十四）

地点：裕昌源大酒店

活动三：书状元评选暨颁奖晚会

时间：2023年2月3日（农历正月十三）

地点：宝丰演艺中心

活动四：送书下乡

内容：请曲艺艺人到村庄、社区、广场

演出

时间：元宵节前后

地点：县城及各乡镇

活动五：送春联进万家

时间：2023 年 1 月 6 日至 14 日（农历

腊月十五至腊月二十三）

地点：各乡镇（办事处、示范区），重点

企业、机关。

活动六：“梨花祈福迎新春 非遗传

承绽光彩”打铁花巡演活动

时间：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 2

月6日（农历腊月初八至正月十六）

地点：城区及各乡镇

活动七：宝丰县民间艺术新春摄影作

品展

时间：2023年1月14日至2月6日（农

历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六）

地点：城区

活动八：春节传统年俗文化推广活动

时间：2023年1月14日至2月5日（农

历腊月二十三至元宵节）

地点：县图书馆

活动九：宝丰县 2023 年春节联欢

晚会

时间：2023年1月19日晚（农历腊月

二十八）

地点：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

活动十：元宵节系列文化活动

时间：202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

地点：各乡镇、城区

活动十一：“美丽鹰城”平顶山第五届

文艺大赛宝丰曲艺专场

时间：2023年2月

地点：新世纪广场

活动十二：“2023 年宝丰县迎新春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公益电影

放映”活动

时间：2023年1月2日至2月底

地点：城区广场、游园及各乡镇

“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
春节系列活动出炉

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

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 年春节联

欢晚会》1 月 16 日顺利完成第四次彩

排。艺术与技术巧妙融合、传统与现代

激情碰撞，多个首次亮相的节目呈现出

独具匠心的创意。多名创作型歌手、实

力派演员也首次登上春晚舞台，为整台

晚会注入浓浓新意和蓬勃生气。

用创新让经典焕发新魅力。今年春

晚，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地方戏

曲剧种莆仙戏首次在春晚舞台绽放异

彩，古朴隽永的表演和风味独特的唱腔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至今已有一千

多年历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南音”，也首

次融入春晚的创意节目中，婉转典雅的

千年古音与时尚现代音乐为观众带来徐

徐新风，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千年

传承的恒久魅力。

今年春晚还邀请了多位“熟悉的新

面孔”，用一片深情送上满满的祝福。

在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上惊艳献唱的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和来自大凉山喜德

县中坝村果果合唱团的孩子们以清澈、

稚嫩、充满欢乐和希望的歌声为春晚开

场。首次参加春晚的李光复、孙桂田等

艺术家，用严谨的台风和精湛的表演赢

得现场观众喝彩。小柯、毛不易等首登

春晚舞台的创作型歌手为春晚舞台注

入了新活力。 来源《光明日报》

2023年春晚完成第四次彩排

1月16日，位于我县马街书会景区的中国曲艺交易中心，开场舞《马街村里

闹新春》欢快流畅，威风锣鼓催人奋进……以“乡村振兴风正劲 书香鼓韵闹新春”

为主题的2023年宝丰马街书会景区乡村“村晚”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录制时刻。欢

声笑语随着野外的麦苗向远方无边无际地蔓延，希望的田野激荡人心。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玲玲说，今年是我县继2021年之后第

三次举办“村晚”。为做好筹备工作，“我们进行了精心筹备，严格筛选，高标准彩

排，突出吉祥、欢乐的主题……”

据该“村晚”的总导演王佩枫介绍，连日来，从报送的50多个节目中精选出11

个节目排练。这些节目中，既有新编河南坠子《二十大精神万民颂》、魔术《奇花幻

舞》等，也有充满时代特色的曲艺新节目《赶书会》、模特表演《故乡印记》等节目。

这些裹着泥土芬芳的节目，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新时代我县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

人民群众幸福美满的生活。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些天，大家起早贪黑排练，很辛苦，但自我要求

都很高，都很提劲！”该“村晚”的执行导演王栋彪说。参加表演的小男孩金子昊很

兴奋：“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听说节目将通过网络播放，我很认真地排练，

按照编导的要求，一遍不行，两遍，直至达到要求为止！”

“参加‘村晚’表演，很荣幸。过去，是我们坐在电视机前看明星大腕春晚表演，觉

得舞台表演离我们很遥远；现在，我们走上舞台表演我们本乡本土自编的节目，很开

心！这些天，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把我们的节目表演好，为观众献上一道丰

富的文化盛宴！欢乐过大年！”参加表演豫剧小品《司士选铜钱妙计》的演员李新国说。

紧邻马街书会的东彭庄行政村新寨自然村73岁的河南坠子传承人李天一说：

“现在，咱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政府安排的春节文化活动越来越多了。前

些天，听说‘村晚’在这里录制，我心里可高兴啦！近水楼台先得月。今天，看了这

些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觉得很亲切！看着真过瘾！真提神！”

“我县是河南省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河南省第一批‘非遗助力

乡村振兴’试点地区。马街书会是巨大的文化空间，‘中国十大民俗’、国务院公布

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说唱艺人

的圣地，群众的乐园，书会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面贯

彻落实二十大精神，顺应时代要求，把握非遗规律，进一步把挖掘好、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马街书会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结合文旅强县、乡村振兴战略，把宝

丰建设的更加美丽富强！”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

任申红霞说。 （郭明远 马延超）

我县“马街乡村村晚”录制紧锣密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