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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唯独那声声入耳的采茶
戏，穿过岁月长河，承载着一代代高安人的爱与情
愁、奋争与期冀。

爷爷曾经是草班里的丑角，父亲耳濡目染，很
小就能拉会唱。身为贫寒之家的老大，父亲一边干
农活帮衬家里，一边认真读书，如愿考入高安中学
（前身为瑞州府中学堂）。为凑学费，暑假里从老家
黄沙用板车拖着满满的石灰送往高安县城。家穷
没有鞋子穿，整个假期，父亲一路拉着板车唱着戏
走几十里的沙土路，脚磨出水泡、结了茧子。那个
充满朝气、憨厚倔强的农家少年，被深情的采茶戏
滋养了勤奋向上、吃苦耐劳的品格，也在朴素的采
茶戏文里懂得了知恩图报与明辨是非。父亲每每
跟我们提及，眼里仍然有快乐与自豪的光。是呀，
高安采茶戏来源民间，扎根乡土，每一折情趣小戏，
饱含处世哲理，何尝不是启智开慧的欢乐源泉？更
是劳动人民渡过难关的精神食粮！

有幸结识了“80后”戏迷“粉刷匠”小陈。从小
跟随母亲走乡串户看戏的小陈，对高安采茶戏大大
小小的剧目烂熟于心，草根戏班将身边的故事编演
成飘文戏，小陈听上两耳便能熟稔地唱上一段。我
偶尔约他到锦江河畔，与众戏友来一段《四九看妹》
或《一双布鞋两只新》，过足戏瘾的同时，获得喝彩
声阵阵，亦愉悦了身心。

高安采茶戏语言生动活泼，行腔婉转清丽，表
演贴合乡土风情，可俗可雅。尤其是采茶戏本调旋
律优美，表现形式多样，情感细腻饱满，令樟树市的
王蓓大姐深深着迷。她常驱车前往高安城，小住几
日看戏听戏为戏伴奏。“合意友来情不厌，知心人至
话投机。”戏友相聚，奉上几段高安采茶戏便是盛宴

佳肴。付会元老师转轴紧弦三两声，高胡声在柚子
花香里缓缓响起，似月光流泻竹林，如清泉潺潺山
间，悠远且抒怀。兴之所至，王蓓大姐以二胡相和，
一高一低，婉转低回，如泣如诉。

帷幔升还落，锣弦未歇停。
行腔花滑语，吐字玉敲听。
莲步姿生秀，裙纱态舞灵。
胭脂如有爱，应悦此伶馨！
胡琴声里春花谢，谁人正唱采茶歌，锣鼓停，梆

子歇，我们依依不舍，相约年前再聚，还唱一段《春
江月》。却不料冬日渐寒，付老驾鹤西去，所幸当时
录了一段视频，再听再看，曲犹在，人已去，不免伤
怀落泪。

令人欣慰的是，采茶戏后继有人，高安处处采
茶音。香樟葱郁的沿河公园、青草如茵的凤凰广
场、早期的老农业局宿舍小区、秀美的瑞阳湖……
大街小巷自娱自乐的人群里，采茶声声悠扬、锣鼓
咚咚作响，一片欢乐祥和。走过城市一座座，你可
曾瞧见过，有如此多纯粹的心存热爱、自发奔赴一
场戏的演员和观众？

高安市谷雨诗会上，偶遇本土企业家胡先生。
他投资请老艺人于民间寻访搜集到大量高安采茶
戏的剧目资料和孤本，将流传于世或濒临失传的上
百种民间小调精心整理编撰成6册。有着共同爱好
与志趣的人相聚，最是人间堪乐处，得到胡先生馈
赠的一整套资料时，我兴奋得手舞足蹈，现场清唱
了一段高安采茶折子戏《小保管上任》中的花旦本
调“应把工作摆在先”唱段，以表赠书之谊。

家住筠阳街道的大飞，是名无采茶不欢的石锤
戏迷。他创建了戏迷之家微信群，无论哪里有戏，

互相转告，相约看戏分享视频。在戏迷们的殷切期
盼中，他组织了一场隆重的高安采茶戏票友大会，邀
请了众多著名戏曲演员参加，老艺术家满怀热情与
戏迷们互动，场面热闹令人动容。最初结识的“90
后”戏迷王墨文先生，是自媒体人，创立的高安采茶
戏公众号粉丝近10万人，如今仍在不断壮大。

高安采茶戏起源于早期的高安民间灯歌灯
彩、傩歌傩舞以及道教歌舞，由明清时期瑞河两岸
的瑞河戏、锣鼓戏、丝弦戏等剧种演变而来。高安
采茶剧团作为传承和保护高安采茶戏的主要阵
地，先后培养和造就了 200 多名艺术人才，他们凭
借高超的技艺、专业的表演，为高安采茶戏赢得了
崇高的声誉。高安采茶剧团曾上庐山为党的八届
八中全会献演，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还
3次晋京表演，荣获中华民族文化博览会百戏长廊
稀有剧种特别演出奖等奖项。2011年5月，经国务
院批准，高安采茶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如果说高安采茶剧团是阳春
白雪，是高安采茶戏的标杆，那么遍布高安市城镇
乡村无以计数的草根班子，便是采茶戏坚实的群
众基础。

高安，戏韵芬芳。 （吴琛妮）

戏韵高安

9月15日晚，袁州区在宜春中心城区鼓
楼广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双拥晚会，晚
会现场星光璀璨，军民欢聚一堂。

晚会在大气恢宏的舞蹈《最美家园》中拉开
序幕。随后，宜春市采茶剧团青年歌手和宜春
学院的师生们以及民间文艺爱好者带来了《苏
区母亲》《请茶歌》《打靶归来》等精彩的节目。

晚会互动环节中，老兵代表走上舞台满
怀深情地演唱了《战友之歌》，歌声中充满了
对战友的怀念和对军旅生涯的自豪。双拥
晚会不仅为军民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
梁，更让人们在欢歌笑语中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和团圆的幸福。

（吕健勇 记者 黄永东 摄）

共话军民情谊

高安采茶戏《南瓜记》。（资料图片）

为推动校外科普资源与校园课
程建设双向融合，在教育“双减”中做
好科学教育加法，9月18日，宜春市科
协联合市科学院、市总工会、市第三
中学开展“科普伴我行”全国科普日
进校园活动，为宜阳学校师生们带来
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探索之旅。

在宜阳学校文昌楼一楼大厅，科
普大篷车展区热闹非凡，60 件涵盖
声光电力等方面的科普互动展品吸
引着学生们前去体验科技奥秘。在
科普志愿者有序指导下，孩子们操作
着机器狗、无人机等高科技电子设
备，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在“科学真好玩”科普实验秀上，
科普讲师陈艳燕及其团队为孩子们讲
述袁隆平、屠呦呦等科学家的故事，激
发孩子们对科学的热爱。团队成员分

成5个兴趣小组，分别带领孩子们沉
浸式体验充满趣味的科学实验。

在 报 告 厅 ，科 普 讲 师 徐 燕 为
200 名学生带来《自然探秘“来自大
自然的创意科学——超级仿生”》科
普明白讲。通过对生活中常见的植
物、天空中飞翔的鸟儿、海洋中凶猛
的鱼类、沙漠中剧毒的蛇类进行科学
讲解，带领孩子们探寻仿生学的奥
秘，拓宽青少年自然知识视野、培养
探索精神，树立科技发展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环保意识。

科技志愿服务队还结合各自工
作职能和行业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
科普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互动体验、
科学实验、组织宣讲等形式为学生们
普及科学知识，激发科学兴趣。
（王文瑾 记者 黄永东 文/图）

宜春市

“科普伴我行”志愿服务助力“双减”

近日，樟树市林业局在芗溪省级
湿地公园放飞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凤头鹰。

9月15日晚，樟树市公安局福城
派出所民警将一只误打误撞飞入村
民家中的老鹰，移交给樟树市林业局
野保站。

经野保站工作人员鉴定，该老鹰
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凤头鹰。
检查时，工作人员发现其身体没有外
伤，但进食量较少，推测此凤头鹰可
能因受到外部环境的惊吓刺激，导致
食欲不佳。在工作人员悉心喂养照
顾下，凤头鹰的食欲和身体状态越来
越好。在确认可以正常飞行且拥有
野外生存能力后，工作人员于9月18
日将它放回大自然。

凤头鹰是隼形目鹰科鹰属鸟类，
体型大，具短羽冠。凤头鹰分布于
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等，在中国见于
西南、华南地区和台湾岛；栖息于针
阔混交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及马尾
松林，多单独活动，常长时间翱翔于
空中；主要捕食蛙类、蜥蜴、鼠类及
昆虫等，也吃鸟和小型哺乳动物；
3—5 月繁殖，巢多营于林中小河或
池塘边的高大乔木上，巢较大，由树
枝和嫩枝构成，内垫树叶。凤头鹰
数量少，在灭鼠方面有一定益处，在
科学研究和生态系统中也有一定价
值，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附录 II，还被列为中国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樟 宣）

村民家来了“不速之客”
众人救助放归大自然

学生在
观看机器
狗表演。

9月14日晚，宜春市采茶剧社带来的大
型古装戏《五子图》在百姓大舞台大放异彩。

该戏通过诙谐幽默的讲述方式，让观
众在娱乐中感受孝道这一传统美德的重
要性。演员精湛的演技和动人的唱腔赢
得了观众阵阵掌声。许多观众表示，通过
观看采茶戏演出，不仅感受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还加深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 （记者 张梅玲 摄）

传统艺术亮相
百姓大舞台

近日，G7021新干至瑞昌高速公路
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交通运
输部审查。这标志着距离这条高速公
路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又近了一大步。

新干至瑞昌高速公路新建工程
属于国家高速路网宁德至武汉高速
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福银高速
的并行线，同时也是江西省规划高

速路网“10 纵 10 横 21 联”的第七条
南北纵线。项目路线经过吉安、宜
春、九江等 3 市 7 县，全长 228.7 公
里，宜春市境内经过樟树、高安、奉
新、靖安，里程约 145 公里。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江西省西部
高速公路路网结构，丰富华南地区
与华中地区联络线，促进沿线地区城
镇化、工业化发展。

G7021 新干至瑞昌高速公路新
建工程项目起点位于江西东昌高速
新干北互通东侧850米处，终点为黄
石市阳新县武阳高速（赣鄂界），路线
全长约 228.7 公里，总投资约 336 亿
元，拟按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双
向 4 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预计
2024年开工，2027年建成通车。

（焦 通）

途经宜春 这条高速公路即将开建

9月24日，铜鼓县三都镇村民王珏驾驶着满载
250公斤蜂蜜的小货车，来到铜鼓县棋坪镇幽居蜂
蜜加工厂销售。王珏笑着说：“多亏了王国辉，现在
家门口有了蜂蜜加工厂，我们再也不用愁蜂蜜的销
路了。”

追花夺蜜 效益翻倍

幽居蜂蜜加工厂厂长王国辉，今年46岁，2001年
从部队退役后，做过保安、卖过菜、摆过地摊、养过鸡。
2006年，他遇到湖南株洲退役老兵何长生，人生便
迎来了重要转折。在何长生的指导下，他买来50箱
蜂，选好山场建蜂场，从此踏上林下养蜂创业之路。

王国辉勤奋好学，自学养蜂技术，还请教周边
养蜂师傅，多次自费到外地参加养蜂专业技术培
训，并顺利拿到资格证书。仅仅几年，他就成为铜
鼓县有名的养蜂人。

近年来，王国辉为了追花夺蜜，走遍湖南、湖
北、重庆、浙江、福建等地。冬天，王国辉会带着蜜
蜂到广东、广西、海南去过冬。王国辉介绍，在铜鼓
县定点养蜂，一箱蜂一年大约只能产10公斤蜂蜜。
通过追花夺蜜，每箱能产蜜30公斤以上，养蜂效益
是别人的3倍多。现在，他养蜂数量维持在150箱
左右，年收入30多万元。

线上线下 无偿分享

2019年，随着网络直播兴起，王国辉开始学习
直播。

在棋坪镇观田村林下养蜂基地，一个个木质蜂
箱整齐排列。每天上午9时，王国辉便站在蜂箱前，
开始了一天的抖音直播。蜜蜂繁殖不起来怎么办、
怎么分蜂箱、怎么转地饲养、如何销售……在直播
间，王国辉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分享给每
一位养蜂的粉丝，并对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不厌

其烦一一作答。
2019年7月，四川省巴中市的李和洲与王国辉通

过直播相识。此后的6年，在王国辉的帮助下，李和洲
养殖的蜜蜂稳定在150箱左右，年收入20多万元。

通过网络，他在行业内声名远扬。湖南桂东县
农业农村局、福建宁德元宏合作社、湖南常德野华
岭蜂业公司等十几家单位纷纷邀请他担任专业技
术顾问，并为蜂农进行专业培训。

如今，王国辉的抖音已有3.7万粉丝，其中60%
是蜂农。他作为铜鼓县农业农村局和铜鼓县林业
局特聘的农技员，过去 3 年在县内开展培训 50 多
场，线下指导农户养蜂300多人次，县外开展技术培
训250多场，指导农户2000多人次。很多外地蜂农
赶到铜鼓县，只为得到他的现场指导。

建设工厂 销售不愁

铜鼓县森林覆盖率达88.04%，位居全省之首，
有天然的养蜂优势。全县近千名蜂农每年可产蜂
蜜超过200吨。然而，由于当地农户的蜂蜜没有通
过 SC 认证，致使产品难以进入超市、商场等销售
渠道。

如何帮助蜂农把蜂蜜卖出好价钱？2024年，王
国辉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起了占地面
积约1000平方米的蜂蜜加工厂，建有生产区、成品
摆放区、蜂蜜文化展示区和办公区。其中，全自动
蜂蜜提纯包装生产线每日可加工蜂蜜 1500 余公
斤。加工厂实施标准化生产，产品送往农业农村
部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送检项目
多达16项。

加工厂的投产运营有效解决了部分村民就业
问题，同时还将消化铜鼓县蜂农生产的60%以上的
蜂蜜。王国辉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
的蜂农一起致富。 （李 泳）

王国辉

退役不褪色 带领蜂农共同致富

高安
市，古称筠

州、瑞州，一座
在历史长河中安详

静卧的小城，一座让人
魂牵梦绕的小城，一座从来

不缺少故事的小城，更是一座
戏曲氛围浓郁的文艺范小城。陆

游在《丰城高安之间憩民家景趣幽邃
为之慨然怀归》写道：“有无邻里通，笑语妇
子乐。”农人们月下围坐，听一曲丝弦道情
弹唱，来几段独具魅力的采茶本调，这般怡

然的田园生活景趣，鲜活于每一个高安
人的记忆里，无法磨灭。高安采茶

戏《南瓜记》里“朱大人”的原型
是廉洁刚正、执法严明、广

施惠政的三朝帝师朱
轼，“青天大老爷”的

形象熠熠生辉，
被百姓们代

代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