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珂） 天目国际村社区文化小

礼 堂 是 我 市 首 批 五 星 级 文 化 小 礼

堂。自 2017 年底建成以来，在市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的指导下，建立文化流

动服务点，推出文体项目菜单式服

务，实现了群众文化需求和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的精准对接。该社区文化

小礼堂坚持文化精准惠民，打造特色

活动品牌，每月开展 3-5 场丰富多彩

的“文化零距离”系列公共文化服务

活动。同时，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点，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进

一步充实思想文化阵地。2018 年，重

点推进“夸不亭”宣讲活动，引导广大

居民弘扬家庭美德、传承好家训、颂

扬身边的好人好事，受到群众的一致

点赞。

2018 年 9 月开始，该社区经过前

期调研和征求意见，策划开展了“新

时 代 ，新 文 明 ，夸 不 亭 ，夸 你 我 ”项

目。该项目通过挖掘老百姓身边的

感人小故事，旨在让老百姓充分发挥

主角优势，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来弘

扬好家风，颂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的同时，提升老百姓组织参与文化活

动的水平。

2018 年 9 月下旬，为了寻找社区

里的榜样人物，该社区公开征集“新

时代，新文明，夸不亭，夸你我”故事，

共收到数十件投稿，有夸婆媳和睦

的，有夸夫妻恩爱的，有夸邻里和谐

的，有夸物业保安的，有夸社区民警

的……

2018 年 12 月 14 日，“夸不亭”首

场“新时代，新文明，夸不亭，夸你我”

故事宣讲活动启动。该社区遴选了 3

个典型人物事迹在活动当天宣讲，事

迹的主人翁分别是：为民服务的社区

民警潘键、志愿党员模范许静雪、任

劳任怨的物业保安孙卫建。活动现

场，社区居民用地道的溧阳话讲述他

们 3 人的动人事迹，语言朴实、生动

感人，赢得了在场居民的阵阵掌声。

“夸不亭、不停夸”，夸人者和被夸对

象共同参与，通过朴实的生活小故事

颂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激发了社

区居民们的情感共鸣。市委宣传部

相关负责人在参观“夸不亭”活动阵

地时表示，一定要继续创新形式、丰

富内容，把“夸不亭”打造成一个特色

文化品牌。

2019 年 ，“ 夸 不 亭 ”项 目 将 围 绕

“建国 70 周年”、“践行新时代文明”

等主题，在切实符合群众文化需求的

同时，挖掘身边更多的感人故事。同

时，将创新老百姓互夸的形式，鼓励

更多的文艺骨干，用溧阳传统的“三

句半”、快板、小品、情景再现等形式

将一则则小故事表演出来，有效实现

文化引导，让百姓用自己的语言和行

动来践行新时代文明。

天目国际村社区文化小礼堂：倾力打造“夸不亭”

“优秀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展示＞＞＞＞＞

京剧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剧，曾称平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

之一，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

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中国戏曲

三鼎甲“榜首”。在2010年11月16日，京

剧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越剧
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

越剧——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

全国第二大剧种。越剧长于抒情，以唱

为主，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唯

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是影响最广

的地方剧种。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黄梅戏
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

黄梅戏，旧称黄梅调或采茶戏，与京

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中国五大剧种，

汉族戏曲之一。黄梅戏唱腔淳朴流畅，

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评剧
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

评剧是流传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戏曲

剧种，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评剧表演在京剧、河北梆

子等剧种影响下日趋成熟，出现了李金

顺、刘翠霞、白玉霜、喜彩莲、爱莲君等

流派。现在评剧仍在华北、东北一带

流行。

豫剧
其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打拍

豫剧是发源于中国河南省的一个戏

曲剧种，中国五大剧种之一，居中国各地

域戏曲之首。豫剧以唱腔铿锵大气、抑

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醇美、

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善于表达人物内心

情感著称，凭借其高度的艺术性而广受

各界人士欢迎。因其音乐伴奏用枣木梆

子打拍，故早期得名河南梆子。豫剧是

在继承河南梆子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改

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

秦腔
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

起于西周，源于西府（核心地区是陕西省

宝鸡市的岐山（西岐）与凤翔（雍城））。

成熟于秦。2006 年 5月 20 日，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川剧
中国汉族戏曲剧种之一

川剧，是中国汉族戏曲剧种之一，流

行于四川东中部、重庆及贵州、云南部分

地区。川剧脸谱，是川剧表演艺术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历代川剧艺人共同创

造并传承下来的艺术瑰宝。川剧具有巴

蜀文化、艺术、历史、民俗等方面的研究

和认知价值，在中国戏曲史及巴蜀文化

发展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2006年

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戏曲种类有哪些？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是传统文化中一朵经久不衰的奇葩。中国戏曲由音乐、舞蹈、文学、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

各种因素综合而成。戏曲在中国源远流长，在漫长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八百多年不断地丰富、革新与发展，讲究唱、做、念、打，富于舞

蹈性，技术性很高，构成有别于其他戏剧而成为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

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京剧、昆曲、越剧、豫剧、湘剧、粤剧、秦腔、川剧、评剧、晋剧、汉剧、潮剧、闽剧、河北

梆子、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等五十多个剧种，尤以京剧流行最广，遍及全国，不受地区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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