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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广告告告

日前，毕节市七星关经开区标准厂房四期工程（第三标段）项目正在紧张有序地建设中。
作为七星关经开区招商引资的重点工程，该项目（第三标段）总建筑面积约9.8万平方米，

总投资2亿元。建成后，将为七星关区“筑巢引凤”强化招商引资，促进全区工业经济持续向
好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工程从2018年12月动工以来，4栋楼中的2栋已完成封顶，其余2栋楼已在6月底全面
竣工。

七星关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四期工程（第三标段）项目建设只是全区抢抓时间补回损失
的一个缩影。自今年 2 月以来，七星关区各施工单位高度重视、紧抓不懈，持续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努力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本报记者陈晓虎、顾煜、张钟凯

“我在草原长大，现在已经成家。正
要跪乳还恩，您的毡房却空。妈妈呀妈
妈，儿确实想念您在的家。不过请您放心
妈妈，祖国母亲一直在啊，有她守护着我
们的家！”

怀抱冬不拉，身着哈萨克族传统服
装，皮肤黝黑的加哈努·吾哈斯深情地弹
唱起来。这是 56 岁哈萨克族人，“阿肯阿
依特斯”非遗传承人加哈努为过世的母
亲创作的一首唱诗。

在哈萨克族中，“阿肯”被称作诗人，
“阿肯阿依特斯”俗称“阿肯弹唱”，即“诗
人的对唱”，是哈萨克族广泛流传的一种
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被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了哈萨克族的“阿肯阿依特斯”，
在美丽的“塞外江南”新疆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同样活跃着蒙古族的《格斯尔》、锡
伯族的“朱伦呼兰比”、俄罗斯族的“巴
扬”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人，他们如草原上的骏马，灵动而热烈，
在伊犁河谷地带的多民族聚居区，执着
守护传播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片
多民族文化的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不弹唱就会头疼”

作为“非遗”传人，新源县坎苏镇坎
苏村的加哈努，跟记者聊起古老的民族
文化时显得非常兴奋，“‘阿肯弹唱’的内
容主要是传统叙事长诗和民歌，经常伴
有即兴唱词，在对唱中以物比兴，借景发
挥，一问一答中展现阿肯的机智、博学和
才情。”

加哈努 18 岁时参加了新源县举办
的阿肯弹唱会，才思敏捷的他一鸣惊人，
从此开始了丰富多彩的“阿肯”人生。此
后，他经常会骑着马儿，背着冬不拉，来
到草原上、毡房里，给大家表演阿肯弹
唱。唱调悠扬飘荡，牛羊陶醉，牧民欢快，
那夜的草原，总是星光灿烂。

多年来，加哈努记不清表演过多少
场阿肯弹唱，但其中几次让他刻骨铭心。

1999 年，加哈努来到乌鲁木齐参加
一场阿肯弹唱比赛。与他对唱的是一位
来自阿勒泰的知名阿肯。开始后不久，对
方就以加哈努声音沙哑来调侃他“声音

就像春天耕地的拖拉机一样”。加哈努灵
机一动，回唱道：“我就是一个拖拉机，在
诗歌田地里耕耘的拖拉机。”全场拍案
叫绝。

哈萨克族有句话说，口袋最穷的人
是阿肯，脑袋最富的人也是阿肯！因为收
入有限，很多阿肯中途放弃了弹唱活动，
但加哈努对阿肯的热爱始终坚定如一。
“每到一个地方，每个牧民都会拿出最好
的东西招待你，热切地看着你，把最响亮
的掌声送给你。那种尊敬就是我能收到
的最大的财富。”加哈努说。

作为一种即兴作词的艺术，阿肯弹唱
的内容也在与时俱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加哈努将戴口罩、勤洗手等防疫措施
改编成词，用阿肯弹唱的方式通过广播、
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阿肯弹唱的内容
要紧跟时代，取自人民，服务人民。”

2006 年，阿肯弹唱被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继续发挥
阿肯弹唱的魅力，新疆各地每年都会举
办阿肯弹唱比赛。此外，新疆教育学院等
高校专门开设了阿肯弹唱艺术班，加哈
努经常会受邀去学校讲课。

“我从没担心过阿肯弹唱会失传，政
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加哈努说，他
已带过十几个徒弟，每次交流时，他都会
叮嘱他们不要放弃。

加哈努将过去近 40 年的阿肯弹唱
心得和自己作的诗歌结集成册，准备出
版。他开玩笑说，自己对阿肯弹唱的痴迷
已经到了“不弹唱就会头疼”的地步。“我
会一直弹唱下去，这是我一生‘戒’不了
的事业。”

唱《格斯尔》，他还意外收获

了爱情

吾特那生·那生巴特，蒙古族，57
岁，尼勒克县科克浩特浩尔蒙古民族乡
科蒙村人，《格斯尔》“非遗”传承人。蒙古
族称《格斯尔》，藏族称《格萨尔》，是闻名

遐迩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2009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吾特那生所在的科克浩特浩尔蒙古
民族乡素有“格斯尔之乡”的美誉。吾特
那生与《格斯尔》的结缘要从 1982 年 19
岁那年说起。这一年他在县里的良繁场
开始了教书育人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传
承《格斯尔》的大门。“当时白天教学生，
晚上就去村里听老人讲《格斯尔》，一听
就是几个小时。”

吾特那生说，每次听时，他的脑海中
便出现老人所讲的场景，老人讲的内容
也基本一遍就能记住，记不住的就等回
到宿舍后点着煤油灯写在本子上。宿舍
中每天他回来得最晚，点灯、抄写总是蹑
手蹑脚，生怕吵着别人。别的单身汉都在
忙着恋爱，而他却忙着学习《格斯尔》。

学了三四年之后，吾特那生调到乡
里当老师，心爱的《格斯尔》却一直没放
下；时间长了，老人觉得他是块料，就正
式收他为徒。

“一唱起《格斯尔》，我就到了那个世
界。”此后，表演《格斯尔》成为吾特那生
夜晚的休闲活动，刀光剑影、金戈铁马在
他眼前一幕幕滑过，“老师对我说要好好
学，要好好传给下一代。”

有意思的是，吾特那生的第一位《格
斯尔》徒弟是他的妻子。“当时我在学校
里讲《格斯尔》，吸引了她。”1988 年结婚
后，他除了给妻子讲还会给孩子讲，现在
妻子学会了 7 章，孩子们学会了 4 章，
“《格斯尔》60 章，我也就会 13 章，放开
唱要 20 多个小时才能唱完，之前电视台
录制视频一个星期才录完。”

然而，在 1992 年到 2003 年这段时
间，一度连他自己也很少唱《格斯尔》了，
“当时听的人少了，我担心《格斯尔》文化
要断了”。但 2006 年《格斯尔》被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2007 年吾特那生的一位老师吕日甫

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大家开始了解

《格斯尔》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格斯尔》也先后被译成

俄、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出版。更令
他兴奋的是，2016 年，全国《格斯尔》文
化保护与研究尼勒克基地正式挂牌。“研
究基地建立了，学的人也多了。形式创新
后，接受的人也多了。”

为了更好地传承《格斯尔》，吾特那
生和朋友们不断创新，“现在用各种民族
乐器配乐，通过说唱+表演以及情景剧
等形式，把《格斯尔》情节演出来更能吸
引人。”2016 年，吾特那生还建立了微信
群，专门用于在线授课，“我也要像老师
们一样继续传下去。”

“朱伦呼兰比”：一本手抄本

可以换一匹马

鲜志，锡伯族，86 岁，察布查尔锡伯
自治县爱新色里镇人，“朱伦呼兰比”“非
遗”传承人。“朱伦呼兰比”是“念说章回
演义小说”之意。“念说”的内容十分广
泛，锡伯族人几乎将所有能够翻译的文
学作品都纳入其中。

鲜志告诉记者，在她小时候，每当夜
幕降临，村里的大人小孩匆匆吃过晚饭，
就集中到“朱伦呼兰比”艺人家里。围坐
在炕上炕下，在煤油灯虚晃的灯影中，听
艺人用抑扬顿挫的锡伯语念说《三国演
义》《隋唐演义》《水浒传》等。

22 岁时，鲜志开始自学“朱伦呼兰
比”，7 本亲戚传给她的《隋唐演义》等小
说的手抄本被她视为珍宝。这几本书已
经泛黄，有些传下来时就没了封皮，她找
了块黄布精心包着，生怕再受一点损坏。
“这些书跟我几十年了，这是无价的。”

鲜志说，每个艺人诵读“朱伦呼兰
比”都有自己的特色，没有固定的曲调，
自成风格，而且无论谁家有手抄朱伦，都
格外珍惜，不会轻易外借，“在我们锡伯

族，谁家有一本手抄本，是很骄傲的事，

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薛仁贵的故事我听得最多，也讲得

最多。”鲜志说，“朱伦呼兰比”影响着锡
伯族人的价值观和待人处事的方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娱乐方式翻
新，年轻人很少再挤在一起听“朱伦呼兰
比”了，鲜志和其他艺人只有在家庭聚
会、县上办活动的时候才能过把瘾。但在
政府和民间的推动下，“朱伦呼兰比”迎
来曙光—— 2007 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鲜志告诉记者，如今，在各项惠民政
策指引下，各民族携手团结脱贫致富奔
小康等内容已编为“朱伦”中的念说题
材，听众不仅有锡伯族，还有汉族、维吾
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群众。

“说大了，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说小了，只要能传‘朱伦呼兰比’，我就心
安了！”鲜志说。

曾有人出价两千万买他的手

风琴，被拒了

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扎祖林，62
岁，俄罗斯族，伊宁市六星街人，俄罗斯
族“巴扬艺术”“非遗”传承人。巴扬即键
钮式手风琴，这个名字来源于俄罗斯的
一位名叫巴扬的手风琴演奏家。

金发碧眼、鼻高肤白，见到亚历山大
时，他正在工作，一脸严肃的他不一会儿
便将一台台巴扬手风琴拆卸完毕，在他
手中，上千台手风琴便是这样重获“新
声”的。

“琴声让人开心，无法形容。”谈及对
手风琴的喜爱，他眉间充满了喜悦，不善
言谈的他话匣也由此打开。在亚历山大
看来，手风琴是俄罗斯族民歌的灵魂，也
是他的“初恋”。

当他还是个娃娃时，每当家中聚会，
从父亲指间流淌出的悠扬琴声总能吸引
邻居，常年耳濡目染，他也学会了拉手

风琴。
那时，亚历山大的梦想就是拥有

一台自己的手风琴。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得知邻居家中有台当时难得一见的
巴扬手风琴，要以 300 元价格出售，便
请求那家人把琴卖给他。为此，他连着
几个月捕鱼、打零工。眼看着攒够了
钱，对方却临时加价，亚历山大只好又
向叔叔借了 50 元，终于在 18 岁那年
拥有了他人生中第一台手风琴。

他说，从那时起，手风琴就像他的
“恋人”，每天晚上回到家拉拉琴，一天
的疲惫就没有了，一天不拉琴，都感觉
浑身不自在。

手风琴是俄罗斯族传递音乐的
“宝贝”。改革开放后，亚历山大开始收
琴和卖琴的生意。看到一架架历史悠
久的手风琴无法发声面临报废，亚历
山大萌发了修琴收藏的念头。

“不管你的琴烂成什么样子，我都
可以让它重新响起。”高超的修理技术
让亚历山大闻名国内外，还有人帮亚
历山大收集各种各样的琴，不远万里
带来给他。

如今，亚历山大收藏的手风琴有
1000 多台，大多数是从俄罗斯、德国、
捷克等国收回来的，也有中国产的一
代、二代、三代手风琴。“琴修好了，有
了魂，就能留得住。”

但亚历山大也曾因为收藏手风琴
而“压力山大”。他的大女儿阿妮娅告
诉记者，家里生活并不富裕，爸爸为收
藏手风琴几乎花光了积蓄。

曾经有人出价两千万元想全盘接
手他的手风琴，很多朋友劝亚历山大
卖掉琴，过过潇洒的日子，但还是被他
拒绝了，“我的琴再值钱也不卖。”

为了帮助他达成心愿，2019 年伊
宁市政府和江苏援疆办共同出资 400
多万元，在六星街民俗文化陈列馆为
他设立了手风琴博物馆，他的 800 多
台充满故事的手风琴在此安家。

心之所往，得偿所愿。从今年 1 月
开始，阿妮娅主动提出向他学习修琴和
演奏的技巧，还在探索通过直播的方式
来展示手风琴藏品和文化，这些收藏的
手风琴终于有了可以托付的人，“传给
懂琴的人，我高兴，琴更高兴！”

像守护恋人一样守护“非遗”

20 日下午 2 时许，距离电影
开场还有半个多小时，位于昆明
市的北辰财富中心影院入口处已
是人头攒动，大家戴着口罩，有序
进行扫码、测体温，奔赴一场久违
的电影之约。

“终于可以来看电影了！”大
学生杨雅楠说，自己早早就在手
机上预订了两张电影票，因为出
门急，忘记戴口罩，没想到现场工
作人员很贴心，准备好了口罩等
防疫物品。

影院专门将入口处前移，设
置专人专岗，确保扫码、测体温工
作流程有序进行。影院场务部的
工作人员林向明今天提前两个多
小时就来到影院入口处迎接到场
观众。

“等了快半年，总算恢复营业
了。”林向明说，工作 8 年来，第一
次如此急切地期待复工。见到一
个从 40 公里外专程赶来的观众，
他有些激动 ，还给了对方一个
拥抱。

此前两个多月时间里，林向
明和其他员工每天都会来影院，
轮流摆摊卖些库存商品。“因迟迟
没有营业，库存商品容易过期，能
卖一些是一些，尽量为影院挽回
些损失。”他说。

7 月 17 日，听到影院可以恢
复营业的消息，内心有些激动的林向明
彻夜难眠。第二天，影院 30 名员工全员
到岗，还接受了严格的岗前培训。随后，
员工们各有分工，他被分到了影院入口
处维持秩序。“大多数观众都能自觉配合
新的观影安全要求。”林向明说。

该影院经理助理谭嗣
书介绍，电影票采取隔排、
隔座售卖，每场上座率不得
高于座位数的 30% 。开放首
日，截至 20 日下午 2 时，总
观影人次达到 400 多人，营
业额超过 1 . 2 万元，这超过
了 预 期 ，员 工 们 也 干 劲
十足。

“头天晚上，我们对影院
进行了全面消毒，随后打开
空调，将空气中的消毒水味
道稀释干净，让观众有安全
舒适的观影体验。”谭嗣书
说，场间还会对座椅扶手、
3D 眼镜等易被观众触及的
地方进行清洗和消毒。

记者发现，原先售卖爆
米花、饮料的柜台暂时冷清。
“观影期间，因疫情防控需
要，暂时不允许吃零食，影院
员工每隔 15 分钟也会进入
观影厅检查观众的口罩佩戴
情况。”谭嗣书说。

据了解，7 月 17 日，云
南省电影局下发《云南省电
影局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条件下推进电影放映有序恢
复的通知》，昆明部分影院在
获得防疫部门和当地党委政
府同意后，于 7 月 20 日恢复

对外营业。
“相比往年同期，今年营业额受

到影响，但从现在来看，好消息已经
越来越多。”谭嗣书说。

（记者严勇、曾维、陈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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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院
恢
复
营
业
首
日
见
闻

久久违违了了，，电电影影院院！！

▲ 7 月 20 日，观众在武汉一家影院内观影。当日，在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武汉市部分电影院恢复开放。国家电影局 16 日下发通知规
定，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 7 月 20 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中高风险地区暂不开放营业。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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