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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哨兵”守护城市“血脉”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排水管网犹如一座城市的“血脉”，排入管网的污水是否

超 标 ？ 流 量 如 何 ？ 这 些 影 响 城 市 运 行 的 因 素 需 要 及 时 掌

握。为精准、快速了解辖区这些城市“血脉”的实时变化情

况，南昌市西湖区结合雨污分流和排水单元改造，为辖区雨

水排口、水体断面配置在线监测设备，配套监管机制，实现雨

水排口实时监测，犹如设置了不眠不休的“哨兵”，守护着城

市的安宁。

“雨水排口面广、点散、量大，以往通过人力巡查，难度大，

8小时外是盲区，难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南昌市西湖生态环

境局水与生态股负责人万彦涛介绍，为解决这些难题，西湖区

通过科技赋能，结合雨污分流和排水单元改造工程，投入 395
万元，开展雨水排口在线监测项目建设，为辖区 42 个排口、水

体断面配上实时监测终端，监测点位的实时水质状态、周边排

水单元分布、排口来水方向等信息，每 5 分钟上传一次至平

台，平台监控人员可实时掌握排口电导率、氨氮、流量等水质

情况，实现对水质、流量的长时间稳定监测。

目前，42 个“哨兵”已配置到位并上线。系统对排口水质

的实时监测，依据预设的报警规则，对水质超标、水流过大等

异常情况实现即时告警，通过系统平台或者手机 APP 及时向

责任单位交办整改任务。

“哨兵”发现的问题，如何及时解决？西湖区制定问题

排 口 整 改 交 办 流 程 ，以 排 口 为 网 格 ，要 求 责 任 部 门 和 属 地

指 定 一 名 分 管 领 导 和 工 作 人 员 ，专 门 负 责 、专 人 对 接 排 口

问题整改。

“ 雨 水 排 口 智 能 监 测 平 台 投 入 运 行 后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万彦涛表示，下一步，将扩充监测点位，充分发挥雨水

排 口 在 线 监 测 平 台 的“ 哨 兵 ”作 用 ，提 升 精 准 治 污 、科 学 治

污能力。

10 月 25 日 晚 ，

今 年“赣鄱好戏”的第十

场大戏《钨金》，在南昌红

谷滩大剧场上演。这台讲

述“共和国第一国企”故事

的话剧，由江西省话剧团创作

演出。

近日 ，江西文化艺术基金 2024
年度重点项目立项名单公示结束，位列

其中的“赣鄱好戏”展演将得到一笔经费

支持。这意味着，明年的“赣鄱好戏”会

更加精彩，观众会有更多惊喜。“赣鄱好

戏”展演自 2023 年 10 月启动以来，以每

月一台优秀剧目亮相省城舞台的频率与

观众见面。一年来，记者追随它的节奏

在场内场外深入采访，有观察有感悟亦

有思考，期待这项文化惠民工程取得以

文化人的最大社会效益。

一年一月一场戏

“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座

无虚席的剧院内，两路布衣肩挑粮食作

物、手持器皿工具，一边诵咏一边小跑从

观众席登上舞台。耘禾、舂米、转磨；调

丝、印染、缝制；利胚、冶铸、踏车……一尊

尊造物的剪影在巨型帆船的映照下，如

凝固的史诗震撼人心。一次次谢幕，一

浪高过一浪的喝彩。“请观众们打开手机

手电筒，演员们向后转，我们来一张大合

影！”现场沸腾起来。这是 9 月 6 日跨界

融合作品《天工开物》在江西艺术中心大

剧院演出的场景。一年来，记者听到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赣鄱好戏”展演活动

非常好，每月只花几十元钱就能享受一

场 戏 剧 的 高 级 盛 宴 ，这 是 真 正 的 文 化

惠民。

去年 10 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赣 鄱 好 戏 ”江 西 优 秀 剧 目 展 演 由 青

春 版 赣 剧《红 楼 梦》拉 开 帷 幕 。 之 后 的

每个月，都有我省创排的精品剧目在江

西 艺 术 中 心 大 剧 院 或 红 谷 滩 大 剧 场 上

演。一年中，来自全省各级院团的 12 部

优秀剧目，种类丰富、题材多样、特色鲜

明、品位高雅，深受观众喜爱，赢得良好

口 碑 。 这 些 剧 目 中 ，既 有 赣 剧 、采 茶 戏

等地方剧种，也有歌剧、话剧、京剧等大

剧 种 ；既 有 省 级 院 团 的 品 牌 舞 台 剧 ，也

有市级、县级院团精心打磨的地方戏优

秀剧目；既有关于江西题材的历史大戏，

诸如海昏侯、陶侃，也有讲述乡村振兴的

现代戏。这里有常演不衰的传统经典，

如复排的赣剧《荆钗记》，也有最新创排

的新作新剧，如赣剧《烛照丹心》；这里有

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以冲击国家艺

术奖为目标的精品剧目，比如民族歌剧

《八一起义》，也有仅仅投入几百万元磨

砺出的小型剧目，比如宜春采茶歌舞剧

《明月山的崽》。

这些剧目，虽然气质不同风格各异，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好戏，思想性与

艺术性相统一的精品。它们有曾经荣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赣南采茶歌舞

剧《八子参军》、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

征》；有巡演在大江南北、一票难求的舞

剧《天工开物》；有特邀全国歌剧大咖加

盟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它的首场演

出票上线 9 分钟就售罄。那些知名度并

不高的戏，或得到江西艺术基金支持，或

在江西玉茗花戏剧节获优秀剧目奖，都

有广泛的观众基础，赣剧《烛照丹心》就

是鄱阳县赣剧团下乡演出时群众点单的

首选。

这些好戏的遴选标准是：具有江西

风格、适合在剧场演出，既要给新剧在省

城展演亮相的机会，也要延长老剧目的

艺术生命力；以省级院团和全国重点院

团赣南采茶歌舞研究所为主，同时兼顾

市级、县级院团。

入场观众观感如何

去剧院看戏，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通常是较为昂贵的文化消费，高票价把

不少人挡在门外。“赣鄱好戏”因为得到

江西艺术基金的支持以及惠民演出经费

的支撑，不但以 60 元至 200 元的亲民票

价吸引观众走进剧场，还拿出五分之一

的演出票 5 折出售，最低只要 30 元。此

外，还有团体票、学生票的优惠；主办方

也向一些特殊群体赠送演出票；参与当

月演出问卷调查的网友，有 12 人可获得

最佳观众、幸运观众奖，能免费领到一张

下个月的演出票。

去 年 12 月 17 日 上 演 的《明 月 山 的

崽》，虽然上座率不高，但观众几乎没有

提 前 离 开 的 。 为 什 么 能 把 观 众 留 住 ？

是 优 美 动 听 的 音 乐、好 听 易 懂 的 唱 腔、

精 致 鲜 活 的 舞 美 、适 时 切 入 的 歌 舞 ，让

观 众 身 临 其 境 、感 同 身 受 。 演 出 结 束

了，一位七旬老人还在剧院内与身边的

陌 生 观 众 交 流 ：演 得 真 好 ，把 乡 村 振

兴 的 故 事 演 活 了。

3 月 14 日晚，在《八子参军》演员谢

幕后，主角满崽扮演者杨俊跳下舞台，与

一群拥上前来的小学生热情交流。小观

众们对杨俊说，非常喜欢歌舞采茶剧这

种风格，并且被八子参军的红色故事深

深感动。尽管开始没太看懂，但是看着

看着就明白了，他们为苏区人民对新中

国的巨大贡献而震撼。原来，这群有着

超越年龄理解力的小学生，是主办方请

来的省博物馆小小讲解员。

4 月 3 日晚，江西艺术职业学院赣剧

班 的 学 生 们 在 老 师 的 带 领 下 认 真 观 摩

《荆 钗 记》。 当 看 到 舞 台 上 由 师 姐 张 钰

扮 演 的 主 角 钱 玉 莲 表 演 长 水 袖 和 椅 子

上的抢背绝活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连

声 叫 好 ，直 呼 这 是 一 堂 最 生 动 的 专

业课。

5月 15日晚，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

散场后，5 岁的闽思源坐在剧场外的台阶

上边吃保温桶里的水饺，边与身旁的母亲

和外婆聊着刚才的演出。“那个阿姨在桥

上跳的舞，真是太棒了！”为了感受最佳的

观演体验，她们购买了最贵的惠民票，花

了 300 元。当记者问她饿着肚子看戏值

不值时，她回答——值得啊！享受了精神

食粮我就不觉得肚子饿了！

33 岁的大学教师王岩看了话剧《海

昏侯传奇》后，就把“赣鄱好戏”的每月一

戏列入自己的日程。受越剧火爆以及陈

俐教授赣剧课的网络引流，她有了去剧

院看非遗赣剧《荆钗记》的冲动，立即在

“江西艺术中心”公众号上购票。之后，

《有盐同咸》《天工开物》都带给她愉悦心

情和美好回忆。

一场好戏，可以把人们的平常日子带

向“诗和远方”，那些来源于生活的舞台艺

术具有生动的感染力和长久的生命力。

传统戏曲能“出圈”吗

赣鄱好戏，每月一场，不仅给各级艺

术院团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交流的机会，

也给年轻演员创造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为

地方戏曲的发展找到了传承创新的方向。

因为此次展演，省赣剧院为中国戏

曲录制工程而复排的《荆钗记》，才有了

面向观众复演 30 年前经典的可能；因为

此次展演，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送戏下

乡的鄱阳县赣剧团，才有了到省城演出

的 机 会 ；因 为 此 次 展 演 ，以 前 只 是 在 宜

春 各 县 巡 演 的《明 月 山 的 崽》才 有 了 更

多的自信，他们没想到宜春的采茶歌舞

剧 能 得 到 省 城 观 众 这 么 高 的 肯 定 。“那

天 天 气 很 冷 ，观 众 却 那 么 热 情 ，我 们 谢

幕 从 来 没 有 这 么 久 。”说 到 去 年 那 场 演

出，宜春采茶歌舞剧团团长余玮仍然抑

制 不 住 内 心 的 喜 悦 ，他 还 特 别 补 充 道 ，

“这次中年、青年观众不在少数，还有不

少学生，真是难得啊！”

“年轻人对传统戏曲的热爱，正在呈

现上升趋势，这让我们戏曲工作者非常

感动非常欣慰。”9 月 22 日，正带着《一个

人的长征》团队在瑞金等地巡演的杨俊，

也 强 调 了 这 一 点 。 全 国 戏 剧 界 最 高 奖

“文华表演奖”“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杨

俊，在“赣鄱好戏”展演的一年中，先后到

南 昌 演 出 三 场 ，两 场 是 大 戏 ，一 场 是 小

戏。这三出戏，或悲或喜，亦庄亦谐，生

丑兼工，让戏迷们过足了戏瘾，也让他的

粉丝量暴涨。

“90 后”小蕾就是被《一个人的长征》

吸引，之后就追着杨俊看了《八子参军》

和他的折子戏。虽为南昌人，小蕾从小

受家庭熏陶成了黄梅戏和越剧的戏迷，

是朋友向她力荐，她才应邀“蹦蹦跳跳”

去了剧院。“《一个人的长征》让我很感动

很激动，我被名角杨俊圈粉了；我被江西

本土的赣南采茶戏破防了，没想到赣南

采茶戏这么大气这么有韵味。我在国外

工作几年，现在才在剧院品味到赣南采

茶戏，真是相见恨晚啊!”电话那头，她侃

侃而谈，“像杨俊这样的优秀戏曲演员，

值得我们去追星。”

如果说小蕾算是小众的戏曲迷，那

金融分析师李俞萱则是大部分年轻观众

的代表。三十出头的她对《一个人的长

征》赞赏有加，认为该剧在尊重传统的同

时，也在舞台布景、艺术手法上作了很多

创新。她表示，经典折子戏专场简直就

是一场江西“国粹宝藏”的演出，很庆幸

在江西本土近距离集中感受到弋阳腔、

高安采茶戏等“非遗艺术”魅力。在惊叹

于艺术家老师们的唱腔、踮脚、筋斗等功

底绝活时，她内心油然升起了强烈的文

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传统戏曲蕴含着独特的价值理念和

审美趣味，只要不断吸收其他艺术手法

守正创新，就会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也

能培养更多的年轻观众。

以文惠民，目的在于以文化人。一

年来，“赣鄱好戏”展演取得了良好效果，

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推广。如何让这项投

入大、受益广、时间长的文化惠民工程惠

及更多群众、获得更好效果、发挥更大作

用？演员和观众都有更高的期望，比如，

给基层院团更多展演机会；开展更多的

互动活动……

演员需要舞台，舞台需要观众。演

员只有在与观众的互动中，才能够激发

更多创作灵感。

有观众对记者说，每次去看戏，都是

自己内心最纯粹最愉悦的时刻。这，也许

正 是 舞 台 艺 术 独 特 的 以 文 化 人 的 内 核

力量。

新余米粉“出海”记
谢 丹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

米粉是江西的美食名片，也是江西的特色产业。近日，新

余米粉产业传来喜讯，一批重 3.67 吨的优质米粉经新余海关

合格评定放行，首次发往欧洲市场，踏上了“出海”之旅，将这

道江西美食带向世界。

10 月 22 日，记者来到新余市唯一的米粉出口企业稻花缘

食品有限公司，探究新余米粉“圈粉”海外的奥秘。

走进公司的产品展示厅，普通米粉、黑米粉、红米粉、果蔬

米粉等各类米粉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该公司董事长曾

金亮介绍，新余米粉之所以能够“出海”，首先是产品品质好。

“我们选购优质大米，从原粮进厂、生产加工再到产品出厂，全

过程进行质量监控，确保米粉品质。”

这家成立于 2018 年的企业，规模不大，但年产米粉上万

吨，不仅将“小米粉”做成“大产业”，还先后获得第二十届中国

美食节金奖、“江西好粮油”称号、“赣鄱正品”认定品牌等多项

荣誉。究其原因，曾金亮一语道破：“秘诀来自精细的制作工

艺。制作米粉需要有耐心，选米、浸泡、粉碎等每一个步骤都

有讲究。以前做米粉靠的是老师傅的手感，现在公司融入数

字化生产方式，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有最优的食材配比数据，产

品品种也由单一的直条干制米粉发展到果蔬米粉、井冈山红

米粉、河粉等 20多个品种。”

好食材和好工艺造就好产品。去年，曾金亮带着新余米

粉第一次到日本参展，凭借着米粉晶莹洁白、粗细均匀，煮后

不糊汤、不断条、不破裂，口感爽滑柔韧、富有弹性，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他高兴地告诉记者，主动出击海外市场之后，产品

订单不断。

米粉不仅仅承载着味蕾的享受，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在米粉的包装袋上，记者看到“江西米粉”四个字格外醒

目，图画上印着仙女湖的山水风光，身着红衣的女子和男子在

一片如银丝般的“粉海”中深情对视。曾金亮说：“我们创作的

插画融入了仙女湖的山水和神话故事，并且通过了国家版权

局登记，主要用于米粉的外包装。”

“一个好的产品会让人记住一座城市。随着产品销往各

地，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新余米粉知道新余，在感受地方风味

的同时，了解地方的文化特色。让文化随着产品一起‘出海’，

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曾金亮表示。

石城县是红色圣地、原中央苏区核心区

域、中央苏区全红县、中央红军长征重要出发

地，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石城生活、战斗过，留下了无数光辉的革命足

迹。毛泽东曾指出：“石城是很要紧的。”原中

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曾为石城题词：

“石城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是中央红军长

征的重要出发地；石城人民在创建和保卫中央

苏区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石城阻击

战为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准备战略转移

赢得了时间。”

这座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地方——石城，

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承载着一段段波澜壮

阔 的 革 命 历 史 ，成 为 一 座 不 朽 的 红 色 丰 碑 。

近 年 来 ，该 县 立 足 境 内 丰 富 的 红 色 资 源 ，不

断完善配套建设，活化红色记忆，形成“红色

引领、产业融合、旅游兴旺”的红色资源保护

传承与开发利用新路径。

红色资源遍地开
革命足迹耀千秋

走进小松镇丹溪村，放眼望去，青山含笑，

绿水欢腾，一条小溪流将村子一分为二，左边是

现代气息扑面的新农村，右边是客家乡愁浓郁

的古村落。千亩荷花池、创意采摘园，丹溪少共

国际师指挥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分列小河两

岸，这里既是小松镇的“桃花源”，也是远近闻名

的红色村。

石城，是一片用鲜血烙下“红色印记”的土

地。境内现存有革命旧址旧居 41 处，其中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处，石城阻击战纪念园、秋

溪整编旧址、丹溪少共国际师指挥部旧址、太

雷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秘密

金库遗址……一个个红色遗迹像璀璨的明珠

散落在石城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石城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

巨大牺牲，历史将永远铭记石城儿女的赤诚。

苏区时期，石城有 1.9 万多人参加中央红军，到

达陕北时仅剩 73 人，诞生了郑三生、温先星、

赖达元、伍生荣等四位开国将军，也是长征老

红军、云南省原省长刘明辉和《七根火柴》主人

公原型、小红军郑金煜的故乡……

保护修复同步走
红色遗迹焕新生

为传承保护、活化利用好这些珍贵的红色

资源，石城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对革命遗址、旧

居等进行全面修缮维护。该县制定科学合理

的保护规划，分阶段、分步骤对全县红色资源

开展修缮保护，确保“应修尽修、修旧如旧”，保

持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加大监管力

度，健全保护机制，成立专门的红色资源保护

机构并配强保护人员，对红色资源进行定期巡

查和监测。

近年来，石城县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3000

余万元，先后对屏山红三军团司令部旧址、屏

山红三军团医院旧址、秋溪红四军军部旧址、

丹溪少共国际师医院旧址、太雷县苏维埃政府

旧址等进行抢救性维修，使这些革命文物重新

活起来。结合中组部红色名村项目，先后投入

1600 余万元，对屏山村、秋溪村、丹溪村、张坑

村、沙塅村等五个红色名村的革命文物进行全

面修缮和提升打造，建设成为追忆红色、教育

培训的红色基地。

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推出红色课堂。积

极推进红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中小学每周

均在地方课程中开设 1 节红色课堂合计 36 课

时，高中阶段每学期开设红色文化课 10 节，

结合中小学思政课、班会课、队日课等开展红

色主题教学。在红色课堂中，融入“护苗·红

色童话”活动内容，为学生们讲述红色经典童

话故事，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对红色文

化的热爱，利用红色课堂开展“扫黄打非”知

识宣传，引导学生远离非法出版物和有害信

息，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聘请专业团队

围绕《七根火柴》的故事进行打磨提升，推出

一部 30 分钟的灯彩小戏，在演出中，加入“护

苗·红色童话”和“扫黄打非”的元素，通过地

方戏剧方式展示《七根火柴》蕴含的伟大长征

精神。

开发利用应有尽有，围绕石城阻击战这一

重大历史事件，投资 2.3 亿元建设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石城阻击战展示园区，建设革命遗址纪

念区、红色旅游体验区、少共国际师研学区，打

造成为红色教育培训基地。目前，全县已获批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个、市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5 个、市级红色教育培训基地 3 个。

红色基因代代传
文旅融合绘新篇

近日，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暨石城阻

击战理论研讨会在石城县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专家、学者、革命后代等 200 余人齐聚一

堂，回顾石城阻击战的艰苦历程，深刻领悟革

命先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品质。在

石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

一件件沉淀着岁月的历史展品，真实呈现了

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在赣江源

镇秋溪红色名村，只见秋溪整编旧址、红五军

团司令部旧址等红色遗址游人如织，不少游

客带着孩子慕名而来，感受红色文化、重温革

命岁月。

近年来，石城县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千方

百计筹集资金，着力打好“保护牌”、唱响“传

承歌”、奏出“融合曲”，不断增强红色资源的

“生命力”，让红色旅游旺起来。该县立足“小

而精，小而全”的标准，不断夯实红色旅游基

础，推动红色旅游与生态体验、乡村振兴、研

学等有机融合。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优势，深

入 挖 掘 景 区 景 点 背 后 的 红 色 故 事 和 红 色 人

物，打造“红色旅游+生态体验”融合发展模

式，满足游客多方位需求。如通天寨景区挖

掘出石城第一支革命武装创建者杨庆荣在通

天寨上宁死不屈的红色故事，八卦脑景区挖

掘出奋勇杀敌不幸牺牲的英雄团长陈祖林的

英雄故事，大由乡王沙草甸景点引进红船体

验等，让游客既欣赏到了沿途旖旎的风景，更

感受到了当年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作出的重

大贡献。

做好“红+古+绿”结合文章，将红色资源与

人文、自然资源串珠成链，红色引领、古色添彩、

绿色辉映，推出“石城阻击战纪念馆+小松丹

溪+小松耸岗”“石城阻击战纪念馆+花乐园+通

天寨”“石城阻击战纪念馆+八卦脑+陈祖林故

居”“秋溪整编旧址+红船体验+王沙草甸”等四

季研学线路。

忆往昔，长征之路艰难险阻，先辈们以坚

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铸就了不朽传奇。看

今朝，我们站在新的起点，肩负着时代赋予的

重任，石城儿女将一如既往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用真抓实干的奋斗姿态、埋头苦

干的强大韧劲，创造新时代更大荣光，奋力打

造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

（温京燕 毕江燕）

“石城‘两地三区’建设”

赓续红色血脉“活化”红色记忆
——石城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纪实

“赣鄱好戏”有多好
——对一项文化惠民工程的定点调查

本报全媒体记者 柳易江文/图

《天工开物》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