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谱写“英雄”传奇，唱响红色赞歌。
震撼心灵的动情表演、引人入胜的故事情

节、大气恢弘的舞美设计……作为省文旅厅与市
委、市政府共同打造的精品力作，民族歌剧《英·
雄》已经在全国各地公演了 70多场，场场满座，一
票难求。

日前，该剧作为全国优秀剧目，先后入选湖
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和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
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抒写了鲜活生动的党史
《英·雄》中，“英”是缪伯英，她于 1920年 11月

参加由李大钊组织的党的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
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雄”是其丈夫何孟雄，也
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革命中，两人先后牺
牲，牺牲时均只有 30多岁，他们用青春和鲜血，写
就了一曲英雄之歌。

民族歌剧《英·雄》出品人、市戏剧传承中心
主任肖鸿斌在一次“送戏下乡”中，来到炎陵县何
孟雄的故居，听闻了两位共产党员的故事，深受
触动。“株洲是‘音乐之城，歌剧之乡’，我们应该
创作出大型的歌剧作品，铭记英雄功绩，传承红
色基因，让党史鲜活起来。”他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说，中国
共产党第一位女性党员缪伯英虽巾帼英气、精神
超群，但由于牺牲过早，宣传不够，竟连同她的丈
夫亦为革命英烈的何孟雄一起，如今已鲜为人
知，“文艺工作者为他们树碑立传、传神写貌，塑
造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艺术形象代代相传、
深入民心、弘扬光大，是神圣的天职。”

民族歌剧《英·雄》以历史事实为背景，通过
“初恋·俚歌”“热恋·酒歌”“苦恋·离歌”“生死恋·

长歌”四幕，内容曲折动人，成功塑造了一对有血
有肉、轰轰烈烈的共产党“英·雄”夫妻形象。它以
宏大的历史视角、崇高的价值引领和壮阔的美学
品格，讴歌了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之纯、主义
之真、信仰之坚和人格之美。

探索了民族歌剧多样化的道路
“要上高山那就莫怕风，要下大海呀就莫怕

龙。好花不怕霜雪打，霜雪越打花越红哟……”民
族歌剧《英·雄》开头，一段带有浓厚湘东民歌风
味的唱曲，吸引不少观众。

该剧融入大量湘东民歌、花鼓戏元素的唱
段，大筒、唢呐等民族乐器的运用也十分巧妙。

“来不及留一张婚照，与你携手人生锦绣。没
能够共一行书页，和你写尽天长地久……”不少
观众在观剧结束后，都不由自主地哼唱剧中的一
些旋律。

“歌剧要好听易传唱，不仅要有好故事，更要
有好音乐。”该剧作曲杜鸣说，《英·雄》在学习借
鉴西方歌剧的同时，坚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该剧的导演、编剧、作曲、主演、服装、化妆等
人员，多次深入革命前辈生活和战斗的基层一
线，挖掘和体会各种党史细节。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让演职人员获得
了丰富的灵感和滋养，他们将深入的体悟融入舞
台表演的各个细节中，革命岁月的青春、热血、理
想、信仰贯穿全剧，焕发出强烈的震撼力。

“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向花鼓戏、湘东民歌
汲取营养，让《英·雄》既有浓郁的民族性，又有鲜
明的时代感。”仲呈祥说，这让《英·雄》体现了难
能可贵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觉醒，更昭示出当今中
国民族歌剧创作的一条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有

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受到了各阶层的追捧和喜爱
民族歌剧《英·雄》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现场，

里面不少精彩的唱段，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全剧
结束，掌声经久不息，长达十多分钟。

“这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北京湖南商会
会员唐茂国感慨，他被英雄故事深深打动，为英
雄陨落而落泪。

民族歌剧《英·雄》一经推出，受到了各个阶
层的追捧和喜爱，有的观众甚至跑到上海、北京
等地追了 20多场。目前，该剧已在北京、上海、武
汉、长沙等地演出 70 多场，掀起了一股“看《英·
雄》、论《英·雄》、赞《英·雄》”的热潮。

“ 革 命 先 烈 不 仅 奉 献 了 自 己 的 青 春 和 生
命 ，儿 女 也 不 知 所 终 ，让 我 最 感 动 ，这 就 是 信

仰的力量。”中国民族歌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乔 佩 娟 说 ，观 看《英·雄》后 非 常 感 动、很 受 教
育 ，“ 让 年 轻 人 真 正 知 道 ，我 们 的 先 烈 是 怎 样
奋斗的。”

《英·雄》不呆板不说教、有情感有情怀，尤其
对于年轻人来讲，充满励志奋斗、自强不息的正
能量。导演黄定山说，《英·雄》追求的就是“年轻、
时尚、潮流”，它讲述的是革命年代最时尚、最具
先进理念的一群年轻人的青春热血故事，堪为当
代青年楷模；这群革命者追寻真理、不懈奋斗，这
也是当代青年的潮流。

在密集的剧场演出之外，《英·雄》团队打造
了“轻装版”的文艺志愿者小分队，创新地把舞台
搭到了百姓家门口，通过原班人马演绎精彩片
段，让没有机会走进剧场的广大群众也能够欣赏
到英雄夫妻的魅力、学习传承英烈精神。

民族歌剧《英·雄》谱写红色赞歌
——“文艺学党史”系列报道（上）

策划/盛荣 李卉 执行/温琳

百年党史厚重辉煌，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市文艺工
作者解锁了N种党史学习的打开模式。本报特推出“文艺学党史”系列报道，梳理我市文艺工
作者创新创作的这些文艺作品，从中感悟戏与剧讲述的百年党史，歌与舞抒发的爱党情怀，
书与画传承的红色基因，去文艺作品中感受可听可看可感的那些红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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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河长关键作用、社会协同作用、
科技助力作用推动全区各级河长巡河 4200
余人次，交办处置问题 1100 余件。”芦淞区
原区委书记王建勇表示。

“芦淞区河长制工作主要抓了‘三个
三’。”王建勇补充道，除了三个作用外，还
有三个举措、三个结合。

强化三个举措。项目化推进。整合各
类资金 6.5 亿元，完成枫溪港等 5 个黑臭
水体整治，推进白关污水处理厂、枫溪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基本实现建
成区污水处理全覆盖。法治化攻坚。开展
联合执法，取缔非法码头 2 处，查处涉水
违 法 行 为 8 起 ，解 决 突 出“ 四 乱 ”问 题 9
个，特别是严格执行“禁渔令”，拆解渔船
298 艘 ，回 收 网 具 1.25 万 公 斤 。常 态 化 管
理。聘请 150 名保洁员实行河道保洁“日

产日清”，实行重点问题“一单四制”，做
到问题不整改不销号。

做好三个结合。与产业发展结合。推
行“河长制+服饰”，倒逼服饰洗水行业绿
色转型，助推服饰产业迈进千亿。推行“河
长制+通航”，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企合
作方式引导翔为通航、市航校等拓展运营
领域。与乡村振兴结合。统筹河长制、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特别是通
过加强小流域治理、完善小农水工程促进
特色种植，今年仅白关丝瓜产值就有望突
破 6亿元；通过打造大京水库“省级最美河
湖”带动乡村旅游，吸引游客 15 万人次，实
现营业收入 3395 万元。与文明建设结合。
建成“河小青”志愿服务示范基地，打造河
长制文化长廊，开展“六进”活动，让人人
皆为“河长”。

芦淞区
交办处置问题1100余件

听县级第一总河长代表述职发言

让河长制见成效，这些县区干了这些事
株洲日报记者·掌上株洲记者/俞强年
通讯员/漆小丽

种好“责任田”、打好“组合拳”，抓住河长制这
个治水的“牛鼻子”，以“一盘棋”行动推进河长制
见成效。

从水到岸、从城到乡，消除水污染、改善水环
境，绵绵发力、久久为功。

特别是，县市区第一总河长、总河长连好天
线、接通地线，把河长制的神经末梢延伸至基层开
花结果，让老百姓享受到水清景美的生态福利。

日前，市总河长会议上，来自城区、县域的第
一总河长代表述职发言，言语中的一条条举措、一
个个数字，映衬出我市河长制工作的成果。

天元区有湘江干流 48 公里，大小支流 60 条、水库 25
座、山坪塘 5200余口。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天元区委书记、
第一总河长周建光表示，去年以来，全区解决河流大小问
题 1000余起，河长制工作获 2020年度省政府真抓实干督
查激励表彰。

25座水库全面除险，8处湘江堤防水毁工程全部修复
加固，45 起河湖“四乱”问题整治到位，11处涉水违建、26
处包括整治砂场、码头、渡口的问题、116 艘渔船、479 艘

“三无”船舶、2.3万公斤网具均依法依规整治到位……“通
过强化制度保障，我区提前 2 年完成全区 25 座中小型水
库、8条中小河流河道划界工作，明确管理界限，用制度保
障河长制行稳致远。”周建光说。

拉单子、建台账，一项一项排查攻坚、一个一个达标
销号。

把水污染治理作为河长制工作最重要的载体，该区全
年投入民生资金 1.92亿元，建成3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建成
三门、栗雨2处船舶污染物岸上收集点，凿石港、韶溪港、陈
埠港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初见成效，东司塘、易家港黑臭水
体蝶变为城市新湿地、市民小公园。大力推进“幸福河渠”建
设，以河流为单元，以村庄为节点，开展农村水系综合整治，
积极打造“一乡一景”。特别注重将白鹭、革命先烈罗学赞等
地域人文历史、景观特色融入其中，把河流水体建设成为彰
显地方历史人文的载体，提升美丽乡村气质。目前全区已建
成沧沙港等 9处样板河渠，湘江河西风光带、万丰湖、杨柳
湖已成为全省“美丽河湖”。

天元区
解决河流“四乱”问题上千件

醴陵市有河流 58 条、大中小型水库
207 座。醴陵市委书记、市第一总河长王利
波介绍，该区按照“一名领导、一个方案、一
套班子、一抓到底”的工作思路，全面推行
河湖长制，渌江水质由Ⅴ类、Ⅳ类稳定提升
至Ⅱ类；河长制工作考核获评株洲地区 A
类第一名。

“通过整合各类资金 20 余亿元，用于
渌江综合治理，重点三个打造示范段。”王
利波介绍：一是莲石至大屏山示范段，投
入 1850 万元，着力打造湘赣边生态景观
带，今年 6 月底竣工开放。二是城区示范
段 ，以“ 瓷 城 古 韵·一 江 两 岸 ”项 目 为 抓
手，重点提质渌江水文化，目前每天接待
休闲观光的游客和市民超过 2 万余人次；
三是石亭镇示范段，筹集资金 1 亿元，用
于石亭镇、茶山镇等下游受灾最严重的地

区开展重建，修建河堤 5 公里，修复水损
设施 115 处。

水资源保护、水岸线整治、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5大专项行动
有成效。

该区完成 16个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的划分与整治，城乡安全饮水达标率达
100%；取缔“三无”船舶 342艘，拆除违法建
筑 18.8万平方米，退养生猪近 10万头，拆除
网箱 80万平方米；全面完成东岸河、西山渠
等城区黑臭水体整治，建成 18 个农村集镇
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城区、农村污水
处理率分别达 94%、86%以上；建立日常保
洁制度，成立 5支保洁打捞队，清淤 72万立
方，清运河道垃圾 4000余吨；开展渌江生态
修复工程，植绿 100万余株，修复河堤、护坡
54处，放流鱼苗 400万尾。

醴陵市
20多亿元资金推进渌江治理

“开展巡河 26527次，发现问题 8000余
个。”攸县县委书记、县第一总河长李鹏程
表示，154 件省、市河长办督查交办的问题
已全部办结；6个乡镇（街道）顺利通过河长
制工作标准化建设市级验收。

“通过教育、宣传、培训等方式，发动全
民共护河。”李鹏程说，各级河长定期带头
开展文明规劝，组织相关志愿主题教育活
动，并将河长制纳入村规民约。开展河长制
专题送戏下乡、“六进”和“世界水日”“河湖
洁净月”等主题宣传，推动全社会共同参
与。定期组织三级河长及 891 名“监督、协
管、保洁”河道三员培训，有效提升巡河履
职的专业性。

治水行动抓铁有痕。
铁腕治水不松懈，先后完成 16 处“千

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
治、4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52座小水

电清理整改和 17 个乡镇（街道）共计 17 条
河（段）的示范河湖创建；投入 1690 万元的
跃进水库周围池塘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项
目全面完工。

铁 拳 治 污 不 让 步 ，全 面 开 展 工 业 排
污、农村环境、禁捕退捕等 11 个方面的专
项整治行动，全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达到 89.91%，还设立 3 个专门打捞工作站
和 5 道拦污栅，并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开
展河道垃圾转运处理，水体污染得到有效
整治。

铁律执法不手软，按照“一河一警长”
要求，共设置河道警长 747名，协助河长解
决各类河湖问题 1355件；严格落实“4+1”轮
值联合执法机制，全年共开展联合执法 5
次，拆除水上非法违规建（构）筑物 32处，打
击非法采砂、电鱼毒鱼炸鱼等违法行为 14
起，行政拘留 14人。

攸县
154件省、市督查交办案件全部办结

“坚持源头治理，涵养水生态。”石峰区
区委书记、区第一总河长邹志超表示，一方
面，加快推进产业绿色升级；另一方面，提
升九郎山“绿心”生态涵养功能。

“清水塘片区在完成冶化产业退出后，
在新产业导入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
成功引进科技文化未来中心、国际会展中
心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落户注册新业态
企业 727 家。”邹志超说，田心片区紧盯轨
道交通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发展
方向，推动企业生产工艺全面升级换代，有
力推进了园区减污降排。

同时，该区按照“三年造林、五年复绿、
十年成林”的思路，完成“绿心”造林 7300
多亩，同步强化“绿心”管护，组建“绿心”地
区城管中队，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常态化
开展走访巡逻和综合执法，生态屏障的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功能不断增强。

聚 焦 突 出 问 题 。持 续 推 进 清 水 塘 环
境、主动推进小微水系、系统推进生活污
水治理。基本完成 30 万吨遗留残渣废液
处置，建设霞湾等 4 条生态景观带，霞湾
港全流域达到国家Ⅱ类水质，一湾碧水
入 湘 江 已 成 常 态 。打 造 贯 穿 全 区 4 个 街
道的最美水系，建成茅太新村主水渠样
板河工程。完成新民路主排渠 6.5 公里黑
臭水体整治，实现管网互联互通、集中净
化 处 理 。投 入 1200 多 万 元 ，改 造 地 下 管
网，完成湘氮一区等 60 多个小区的雨污
分流。投入 500 余万元，建成农村集中式
污水处理场所 18 处，完成分散式污水处
理 900 余 户 ，农 村 生 活 污 水 排 放 问 题 基
本消除。

多元共治。通过压实河长责任、强化智
能管护、开展“石峰环保开门纳谏”专项行
动，提升了监管和治理效能。

石峰区
清水塘片区落户新业态企业727家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讯
（通讯员/李郡） 日前，株
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天桥起重）举行党
史学习教育第四次专题学
习暨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
并组织集中收看了《全国抗
疫先进事迹报告会：钟南
山》。这是天桥起重在公司
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的
一个缩影。

天桥起重党委在规定
动作的基础上，精选开展一
系列自选动作，把党史学习
教育与公司改革转型发展
紧密结合。例如，开展“效益
提升年”活动，在拓展产品
市场、强化成本控制、量化
管理责任等方面进一步提
高公司整体经营效果，促进
高质量发展；以基层党组织
为单位，围绕产品销售、智
能化产品设计、材料利用等
重点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带
头攻坚克难作贡献；在具体
项目上成立“党员突击队”，
千方百计保质量、保进度。

同时，天桥起重各级党
组织不断创新载体抓手，通
过各类主题党日活动，把党
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公司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92 名
职工献血 23200毫升；开展
红色研学活动，公司领导班
子及中层管理干部赴耿飚、
左权故居，接受精神洗礼，
传承红色基因；“立体车库
改造升级”“慰问帮扶活动”

“车间阅读角”“夏日送清
凉”等“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正在公司如火如荼
地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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