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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王宇燕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

有认识正确、认识到位，才能有行动的自觉和主动。

回顾绛县花灯的成功之路，可以说“不谋而合”。

花灯又称“灯笼”，是我国传统农业时代的文化

产物，兼具生活功能与艺术特色。数千年来，闹花灯

这一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在晋南地区民间盛行，在绛

县郝庄乡、横水镇一带更是历史悠久，极具地域特

色。2014 年 5 月，绛县县委、县政府出于对花灯文

化价值的深度思考，产生了将这一传统民间艺术搬

上舞台的想法。这个创意得到了市文化局局长杨金

贵和市群艺馆馆长王玉霞的大力支持，从节目编排

到道具使用上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说干就干，

在政府副县长张建波和县文化局、文化馆的精心组

织下，经过几个月的辛勤排练，当年 8 月，在运城市

第二届文化“菊花奖”民间艺术暨群文风采大展赛

上，绛县花灯舞蹈《闹花灯》夺得金奖第一名。

牛刀小试，初露锋芒。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

张建波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绛县花灯完全

可以代表绛县的文化品牌，将绛县乃至运城的独特

魅力推向全国。听取汇报后，县委书记、县长卫再

学———这位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情有独钟的地方

党政“一把手”，将打造花灯品牌提高到推动县域竞

争力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提高到打造绛县县域经济

社会无形资产的的高度。

2014 年以来，打造花灯精品节目连续两年被

写入全县经济工作会议报告，2015 年写入绛县十

五届五次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名副其实的

重点工程。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绛县花灯冲刺文

化部“群星奖”的战略目标逐渐深入人心，显示了投

“三分球”的胆识和主动作为的担当。

事在人为，关键在干。作为重点项目的花灯工

程，需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需举全县之力

啃“硬骨头”、科学施策真抓实干。

“上下同欲者胜”。运城市文化局局长杨金贵、群

艺馆馆长王玉霞对绛县花灯工程从一开始就非常关

心，经常到排练现场指导并拨付专项经费予以支持。

县委书记、县长卫再学，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长秦志

洲，县人大主任苏士杰，县政协主席李服役，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闫晓刚，县人大副主任王永华，县政协

副主席马建萍等县领导经常深入一线，了解排练进

展，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同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

予以充分关照，解决了诸多实际难题。

两年多来，从县纪委到文教系统，从县剧团到乡

镇文化站，从转业军人到刚刚毕业的绛县籍学子，先

后有 40 多人参与到花灯舞蹈排练中来。县文化局局

长都俊杰、县文化馆馆长陈建立、县政府机关幼儿园

园长陈雁等自始至终陪同，各单位对参加花灯舞蹈

的演员一路绿灯，为节目排练提供了人力保障。绛县

当地的土专家、中信机电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纷

纷开动脑子，对传统花灯不厌其烦地反复进行技术

改造，使其在舞台上可旋转流动、可自由升降、可“荷

花开屏”，从而具备丰富多彩的现代舞台元素。

排练场地至关重要。绛县眼科医院让出新建成

的活动大厅，为节目排练提供场地；绛县中学专门把

艺术楼四楼 400 平方米的排练大厅铺上塑胶……就

连为演职人员提供就餐的食堂也是倾力调配营养，

尽多花样地做出可口的饭菜。

绛县是个财政小县，花灯工程最大限度做到了

节俭办事。基于有限的财力，县政府拨付专款 40 万

元，县文化局从工作经费中拿出 15 万元，县文化馆

更是多方筹措，把有限的节余经费全部投入到花灯

工程。

啃“硬骨头”，打攻坚战，全县上下同频共振，奏

响了花灯艺术“大合唱”。

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才能积跬步致千里，积小胜

为大胜。静心稳神、沉身实做，是绛县花灯脱颖而出一

鸣惊人的作风“秘籍”。

立足于深挖资源、推陈出新，2015 年以来，县委、

县政府精心策划了第三版的花灯舞蹈《红溜溜的灯》，

将其民俗形式与“诚信友善”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结合，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

神为指引，努力追求“文以载道”。

在表现形式上，县文化局集思广益，在挖掘整理

原有闹花灯艺术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现

代元素和地方音乐、民俗舞蹈相互融合，给千年花灯

赋予了新寓意，为传统的花灯融入了现代元素。

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定位，才能高质量推进。

著名舞蹈家、“黄河派”舞蹈艺术创始人王秀芳、山西

省群艺馆副馆长刘宇宁、太原师范学院舞蹈教师赵洁

等受邀担任策划编导，确立了适合花灯节目的风格基

调；舞蹈音乐制作上，在本土音乐人的基础上，聘请著

名音乐人张树岩进行策划制作；在服装设计、道具制

作上，也多次聘请名家出点子、出主意。

在工作中，坚持用“放大镜”的标准，对花灯节目

精雕细刻全面提升。演员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克服

种种困难进行排练，仅 2015 年，就坚持集中排练 4

次，每次 20 天以上，每天排练时间达到 10 个小时以

上。两年来，副县长张建波、县文化局局长都俊杰、县

文化馆馆长陈建立每次排练都尽可能地全程参与、现

场督战，两年下来，他们对每个演职人员的个人情况

都如数家珍，每当看到演员们身心疲惫，甚至因腿脚

受伤仍苦苦坚持不肯轻易下阵，他们的内心波澜难以

平息……

好的文艺作品，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精诚所至，绛县花灯舞蹈在省文化厅报送文化部参加

第 17 届中国艺术节全国“群星奖”比赛的作品中名列

舞蹈类第一名，并在 2016 年运城市春节晚会、绛县迎

新春联欢会上屡次惊艳亮相，为绛县和运城的对外形

象都有不少加分，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

展。继 1 月 28 日成功举办 2016 年绛县招商引资项目

推介会之后，北方华录集团、陕旅集团等也摩拳擦掌，

欲将投资重点选在绛县……

拥抱“古中国”，共建新运城，“文化旅游名市”建

设战鼓铿锵，攻营拔寨时不我待。我们相信，绛县花灯

定会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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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事创业中彰显作为
———绛县民俗舞蹈《红溜溜的灯》亮相国家级舞台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