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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听
到‘曲艺’二字就觉得土，但当
他们接触到曲艺的时候，又会
被曲艺的魅力所吸引。曲艺
作为最基层的艺术门类，怎
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这是我以及我们这一代曲艺
人都在思索的问题。”范军建
议，为了促进曲艺的传承和发
展，河南应该加大力度做好曲
艺的普及推广工作。

谈到具体做法，范军的第
一个建议，就是在小学增开曲
艺兴趣班。

范军说，曲艺中有大量关
于我们河南自己的故事，这片
沃土上诞生过墨子、岳飞、杨靖
宇等众多杰出人物的故事，都
被曲艺人改编成了曲艺作品。

“可以在学校设立曲艺兴
趣班或者曲艺兴趣课，寓教于
乐让孩子从小接触曲艺，可以

从中认识到河南悠久的人文
和历史。”范军说，曲艺还是一
种美学教育，让孩子从小接触
曲艺，对培养孩子的沟通、协
调能力都会有所帮助。

河南的曲艺虽然历史悠
久，但专业的曲艺人才却少之
又少，曲艺的传承不容忽视。
因此，范军的第二个建议，便是
在大学中开设曲艺专业，注重
曲艺传承和后备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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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范军：

建议在大学中开设曲艺专业
注重曲艺传承和后备人才的培养

省人大代表范军

在范军看来，曲艺是
最接地气儿的艺术，最能
给老百姓鼓舞精气神儿，
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第
三个建议，就是建议政府
在今后的文化惠民工程
中，增加曲艺元素和曲艺
节目，让更多的老百姓能
够接触到曲艺，欣赏到曲
艺。”

如今，“戏曲进校园”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各
个学校都开设了戏曲兴
趣课程。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组成部分，目前尚
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支
持曲艺进校园。

“在平时演出中，许
多年轻人刚开始觉得曲
艺不时尚，而当他们接触
曲艺后，又被曲艺的魅力
所吸引。”范军的第四个建
议，便是开展“曲艺进校
园”活动，为曲艺培养年轻
观众，让更多的年轻人喜
欢传统文化，从而坚定大
学生的文化自信。

创作是文艺工作者
的中心任务，作品是文艺
工作者的立身之本。范
军说，对于文艺工作者而
言，在剧目创作上要出精
品，要创作出反映民生、

讴歌时代、传承社会正能
量的作品。

近几年来，河南曲艺
团把曲艺和话剧相结合，
拓展创新曲艺形式，排演
出了原创方言话剧《老
汤》，该剧讲述河南人的诚
信故事，目前已经演出两
百余场，还走进了北京大
学百年纪念讲堂、国家大
剧院。文艺界专家和观众
均给予了高度肯定，中国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孟冰评
价“这部戏不仅仅是在说
河南人，也是在说中国人，
它讲好了一个中国人的好
故事”。而方言剧《老街》，
也完成了首轮巡演，并于
去年9月16日走进北京
人民大会堂，让中原文化
再次叫响京城。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
作品，讲好河南故事，发好
河南声音，树好河南形象，
通过我们河南文艺人的共
同努力，用我们的作品让
中原文化更有影响力和吸
引力。”为此，范军给出了
第五个建议，建议政府从
多个层面支持曲艺作品创
作，用具有时代精神的曲
艺作品，为河南的文化高
地建设作出新贡献。

建议在文化惠民工程中增加曲艺节目

▶河南是曲艺大省，历史悠久，曲种繁多,尤其是河南坠子和河洛大鼓，更是全国闻
名。作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正
在出席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范军代表，最关注的话题就是曲艺的普及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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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开展曲艺课培养曲艺传承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