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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发扬八仙戏
文化惠民添乐趣

“雨丝风片，春光醉人羞莺燕。
千里红线牵，情定三生缘。软语轻
声唤，心香一瓣。但求比翼双飞
燕，鸾凤相谐共百年，胜似瑶池做
神仙……”优美的唱词，婉转的唱
腔，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仙境。这
是八仙戏《白云洞》中的唱词。八
仙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末清
初传入临淄区皇城镇五路口村。
早年间，演出此类小戏，主要是为
了祈求平安吉祥、生意兴旺、五谷
丰登等。

我是一名八仙戏的传承人，也
是临淄群芳八仙戏剧团的带头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五路口人，我高中
毕业那一年，村里有老艺人招学徒
教唱八仙戏，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就
相约去报名。老艺人们从外村请
了导演来教我们身段和动作，学了
一个冬天，过完年的大年初三我就
登上了舞台。

在历史长河的涤荡中，八仙戏
曾面临濒危失传的窘境。直到
2014年，在临淄区委区政府和区文
旅局的大力支持下，重新挖掘整理
申报，使八仙戏有了新的生机，现
在属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戏曲是民间艺术瑰宝，也是一
种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了使
八仙戏发扬传播得更加深远，更好
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几年，在
政府部门和文旅局的协助下，我们
剧团一边恢复经典剧目的创排，一
边创作新的剧目。2017年剧团自
编自导自演的《田稷背席》获得第
五届淄博市小戏创作优秀剧目三
等奖。在当年的齐文化旅游节上，
八仙戏幽默诙谐的表演让现场观
众耳目一新，捧腹大笑，乡亲们说：

“这个戏可太好看了！”观众的热情
和喜爱让我觉得我们的戏是好东
西，值得传承。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努力
换来了可喜的成果。2020年10月
29日，我们剧团克服种种困难参加
了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苏省人民政
府主办的百戏盛典，由此八仙戏登
上了国家级大舞台，和其他347个
兄弟剧种实现了全国348个剧种的

大团圆。
近年来，临淄区积极开展文化

惠民下乡活动，丰富老百姓的文化
生活。在每年组织的各项演出活
动中，我们剧团同其他艺术团体一
样，也积极走进乡村、社区，走进学
校、机关单位，把优秀曲目送到乡
亲们身边，让他们出了家门口就能
享受传统艺术的滋养，了解八仙
戏，感受八仙戏，为他们的文化生
活增添更多乐趣。每当我们演员
在台上认真表演，台下观众看得入
迷，笑声、掌声不断的时候，我觉得
这就值了。

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和戏曲
爱好者，同时又是一名戏曲传承
人，通过这几年参加文化惠民演
出，我发现，文化活动已成为农村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临淄各个村居，乡村大舞台构成了
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如今，在临淄走走看看，文
化娱乐设施覆盖城乡，群众文化活
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农村生活的
枯燥和乏味，都已经成了过去，人
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
平大大提高。百姓们在劳动之余，
也都有了自己喜爱的文艺活动，相
信我们的八仙戏也会像其他文艺
活动一样，能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
活增光添彩。

文艺来源于群众生活，更要服
务于群众生活，在群众中传承戏
曲，让人民群众都喜欢和爱好我们
的戏曲，是我们的任务和工作，所
以我们坚持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发
现人才、重用人才，这样才能让这
个剧种不至于像以前一样岌岌可
危，濒临失传。

讲述人：李秀芹（临淄区群芳
八仙戏剧团团长）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鸿斐 整理

当好“店小二”
助力标杆企业腾飞

“作为华为智慧园区解决方
案严选伙伴，万洲嘉智是一家以
软件技术为核心、以自我创新为
主，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致力于打造智慧旅游、智慧景区、
智慧园区、智慧社区等的标杆企
业。”9月18日，万洲嘉智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洲嘉智”）
首席规划师郭云昌告诉记者。

1994年，郭云昌从西安交通
大学毕业，来到位于淄博高新区
的一家大型企业工作，从此扎根
淄博，并见证了这座城市蓬勃发
展、加速崛起的历程。

2005年，不安于现状、喜欢尝
试和钻研新鲜事物的郭云昌与妻
子共同创业，在淄博高新区成立
了万洲嘉智，从软件技术起家，为
化工、外贸、汽车流通等行业提供
解决方案、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凭借丰富的产业数字化解决方案
开发及运营经验，万洲嘉智2018
年开始与华为公司结为生态合作
伙伴，共同为烟台万华智慧园区、
东营港5G智慧化工园区、山东青
年政治学院智慧校园运营中心、
北京电信智慧楼宇、南京扬子江
智慧金融园区、福州数字中国智
慧展馆、西安航天城智慧园区等
近50家园区单位的运营管理提供
智慧解决方案。

经过多年耕耘，万洲嘉智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营业收入每年
以40%至50%的速度递增。除了
企业锐意进取、创新发展以外，这
一骄人成绩的取得，也得益于淄
博市各级部门践行“店小二”服务
精神，为新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引
导和精准服务，加快培育发展服
务型企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促进
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注入新
活力、增添新动能。

“从技术交易合同补贴、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到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等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越
来越多，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
度越来越大。根据企业的发展规

划需要，淄博高新区电子信息创
新园工作人员对企业支持赋能，
提供园区政策咨询指导，以及人
才服务、管理培训等‘保姆式’服
务，助力企业运营按既定计划实
施推进。”郭云昌坦言，他深切地
感受到了淄博营商环境发生的巨
大变化。现在，主动找公司的金
融机构越来越多，融资渠道不断
扩大，办事也越来越便捷。政府
和相关部门为企业的壮大发展提
供了诸多助力，这让创业者更有
信心、更有动力。

近年来，淄博的城市环境也
越来越好，从中心城区东部的花
山公园、西部的齐盛湖公园，到社
区公园、街头游园、带状公园以及
湿地公园、郊野公园，市民可以出
门见绿、转弯见园。淄博中心城
区快速路建设不断提速，交通环
境极大改善。

城市环境越来越好，吸引的
人才也越来越多。“人才是企业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软件开发人才
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公司非常重视招揽企业需要的合
适人才，常年设有招聘渠道。”郭
云昌说，只有在基础设施、教育、
医疗、住房、就业服务上，为人才
提供足够的保障，才能减轻他们
的压力，释放人才潜力，才能留住
人才。近年来，淄博市及高新区
出台的人才政策，对人才引进、人
才归巢起到了积极作用。

年轻人来到城市，是为了寻
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实现梦想。
作为互联网从业者，高工资一直
是软件开发人才的重要动力，但
房价过高，难以落户，让他们难以
在一线城市扎根。现在，淄博的
人才政策给他们提供了新的选
择。目前，万洲嘉智的员工中，从
一线城市“回流”的员工越来越
多，来自德州、泰安、滨州等地的
外地员工纷纷在这里买房成家，
扎根淄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金昌 通讯员 臧健

八仙戏剧团走进临淄校
园。 资料照片

万洲嘉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规划师郭云昌（左）在公司年度作战对
标会上与员工进行交流。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