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储白珊） 往年高
考时，均有个别考生未及时办理居民
身 份 证 或 临 考 前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2023 年高考在即，为确保考生顺利参
加考试，5 月 17 日起至 6 月 9 日，全省
公 安 机 关 为 高 考 学 生 开 辟“ 绿 色 通
道”，全力保障 2023年高考顺利进行。

公安机关将优化审签流程，提高
办证速度，做到当天受理、当天审核签
发，一天内完成制证，考生可依需求办
理邮政快递、送证上门。

●延时、预约服务
5 月 17 日起，全省各公安派出所

户籍窗口及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籍窗
口为广大考生提供预约、延时服务。对
需办证人员相对集中的学校，可联系
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组织上门办理。

●福建省户籍考生居民身份证
“省内通办”

福建省户籍考生在临近高考或考
试期间居民身份证丢失，不要惊慌，可
就近前往全省任一公安派出所户籍窗
口及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籍窗口办理
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手续，可自愿申
请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

●办证手续及注意事项
首次申领：年满 16周岁考生，首次

申领居民身份证的，交验居民户口簿，
在非户籍地公安派出所申领的还需交
验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材料之一。

未满 16 周岁考生，首次申领居民
身份证的，交验居民户口簿，监护人到
场，在非户籍地公安派出所申领的还
需交验就学材料或监护人合法稳定就
业、就学、居住材料之一。

换领证件：本人交验居民身份证
（16周岁以下换领证件须监护人到场）。

丢失补领：本人交验户口簿、居住
证、护照等公安机关颁发的有效证件
之一（16 周岁以下丢失补领证件须监
护人到场）。

收费标准：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免费；到期换领工本费 20 元；损坏换
领和丢失补领工本费 40 元；临时居民
身份证工本费 10元。

照相提示：照相时建议穿着深色
有领或圆领上衣，不得着制式服装；勿
化浓妆、佩戴首饰、染过于鲜艳的发
色、佩戴美瞳类隐形眼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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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2023 年高考在即。记者 25
日获悉，公安部交管局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认真做好
全国高考交通管理工作，严管考场周边交通秩序，积极服
务考生家长出行，全力保障考生安全及时应考。

今年高考考生人数超千万，再创历史新高，加之高考
期间恰逢汛期，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突发情况。公安部交管
局要求，各地交管部门对涉及高考用车的轻微交通违法
行为，教育警告后及时放行；对发生涉及考生交通事故
的，要迅速出警、快速处理，必要时帮助联系车辆转送考
生；依托铁骑设立护考小分队，为考生提供紧急援助服
务，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安全及时应考；严查
考场周边乱停乱放、乱鸣喇叭等交通违法行为，必要时可
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严管面包车超员、客车超速、货
车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严防发生涉考交通事故。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实地踏勘考场周边道路，优化
交通组织，完善设施设置；充分挖掘考场周边停车资源，
开辟临时场地，设置停车引导标志；配合教育、交通运输
等部门摸排涉考运输企业和组织集中接送考生的学校，
加强安全教育，提醒驾驶员安全驾驶、驾乘人员全程系好
安全带；加强与气象、应急、市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早
掌握雨情、汛情和险情灾情，认真做好恶劣天气交通应急
处置准备。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应提前熟悉考
场周边道路情况，科学选择出行方式及线路；如遇交通拥
堵、忘带证件等问题，请及时报警求助，交警将提供紧急
援助服务。其他社会车辆如行经考场周边道路，请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降车速、禁鸣笛、按序通行，共同营造安全、
畅通、宁静的护考环境。

公安部交管局：

全力保障高考考生
安全及时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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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六届福建省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结果揭晓，厦门十个志
愿服务项目获奖，来自厦门同安的志愿服
务先进典型——厦门同心慈善会“助学圆
梦”项目再获荣誉。

荣誉的背后，是十余年如一日的爱心
力量接力——截至今年 4月，“助学圆梦”项
目累计服务对象达 1973 人，资助 1192 人，
累计发放资助款 608.83 万元；累计开展了
入校宣传、夏令营、入户家访、高考志愿填

报指导会等活动 273 场。项目搭建平台，凝
聚 了 一 批 社 会 爱 心 人 士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3647人次，服务时长达 29195小时。

漫漫同心助学路，源于厦门市同安区
同心慈善会在开展慈善助学服务过程中发
现，厦门岛外山区乡村仍有部分孩子，因种
种原因，家庭遭遇窘境，求学之路难以为
继。为了更精准地帮助高三困境学子解决
升学上的经济和心理困难，同心慈善会于
2010 年启动了“助学圆梦”志愿服务项目，

为他们开展心理辅导、爱心助学等服务。
助学圆梦，不止于提供资金扶助。同心

“助学圆梦”志愿服务项目实施至今，以“奖
善助困”为主，集“物质慈善”“心灵慈善”

“文化慈善”于一体，设计“扶困+扶智+扶
志”的精准教育扶困公益慈善项目，通过提
供志愿者陪伴、心灵养护、抗压力抗逆力培
训等素质能力成长课程以及一次性奖（助）
学金，帮助受助学生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更
好地迈进大学校门，衍生出“精准助学、智

志双学”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学服务体系。
为了精准帮扶，同心慈善会积极健全慈

善机制、不断激发慈善生态，全力推进慈善事
业高质量发展。项目搭建了爱心平台，发动全
民参与，在从需求出发，提供精准帮扶之外，为
了核实申请对象的真实需求，项目组邀请志
愿者、爱心人士到每个申请对象的家中、邻居
进行实地走访，以此促进爱心人士切身感受
困难家庭的不易，对善款的使用也更加放心。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于 2012 年起
发动成立了以受助学生为主的“同心青年
志愿服务团”。该项目已为受助学生提供了
35 期专业的志愿者培训课程，促进青年学
子实现“救助—自助—助人”的转变，形成
良性循环，延续传递爱心与社会责任。

（杨珊珊 苏轩 余雪燕）

厦门同安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持续激荡正能量

同心来助学 圆梦千万家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主办的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
动计划推进会日前在厦门召开。活动旨在通过行动计划实施，
打造若干对外文化贸易促进平台，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影
响力、竞争力的文化贸易领军企业，促进数字文化贸易快速发
展，推动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增长。

据商务部服贸司司长王东堂介绍，2021 年，我国对外文
化贸易额首次突破 2000 亿美元；2022 年，对外文化贸易额超
过 2200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1%，其中文化产品进出口额
1803 亿美元，文化服务进出口额 414 亿美元。我国文化产品进
出口规模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是加快建设
文化强国和贸易强国的必然要求。

“千帆出海”行动计划由政府搭桥畅通合作渠道，通过展
览展示、对接洽谈、线上平台等方式宣传推广各地特色文化产
品和服务；举办具有较大覆盖面、较强影响力的文化贸易促进
活动，为文化贸易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支持；鼓励有关行业
商协会、文化领域平台企业积极参与举办各类活动，共同拓展
文化企业出海新渠道。

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额
超2200亿美元
商务部推“千帆出海”行动计划

本报讯（通讯员 杨锋） 25 日，霞浦县
在沙江中心小学开展汤养宗诗歌朗诵会暨
霞浦县“诗歌进校园”启动仪式。活动现场，
师生与家长共读汤养宗诗歌，将经典诵读
活动融入校园文化。

朗诵会以一首题为《霞浦》的诗开篇，孩
子们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著名闽籍诗人、鲁迅
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汤养宗的系列诗歌佳
作，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带着霞浦气息的诗歌

“大餐”。会后，师生现场踊跃对话诗人，分享
诗歌创作的故事。

充满诗意的审美教育、情感教育和心灵
教育，将为提高孩子的人文素养奠定坚实的
基础。近年来，霞浦县教育局始终致力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大力推进“诗歌
进校园，诗意润心田”试点工作。县教育局局
长韩则官透露，今年将通过编写乡土诗歌教
材、开展诗歌讲座、邀请名家进校园等活动，
全面持续深入推动“诗歌进校园”。

霞浦是中国诗歌之乡。上世纪 80 年代
以来，以汤养宗、叶玉琳、谢宜兴、刘伟雄为
代表的霞浦诗人，坚守诗歌理想，根植现实
生活，紧跟时代步伐，诗写家国情怀，成为

“闽东诗群”的中坚力量和中国诗坛的重要
方阵。近年来，霞浦县通过举办青春诗会、海
洋诗会等全国性诗歌活动，打造独具特色的
地域诗歌品牌，涌现出更多杰出诗人和优秀
诗篇。

21 日晚，第九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
演奖（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名单
揭晓，福建芳华越剧院院长郑全凭剧目

《唐琬》捧“梅”而归。
这朵“梅花”，是郑全倾尽 15年心血复

排《唐琬》的夙愿。那些年年岁岁的心甘情
愿、无怨无悔，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近
日，郑全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十五年的耕耘与酝酿
由“剧坛最优雅的古典诗人”王仁杰

创作的越剧《唐琬》，讲述了著名诗人陆游
与青梅竹马的唐琬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
这对恩爱夫妻被陆母拆散，后二人在沈园
重逢，情难自已的陆游写下千古绝唱《钗
头凤》……

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梅花
奖终评演出前，郑全望着镜中的自己，想
象自己就是唐琬。“我若是她，应该怎样？
不，我就是她！”

从 2008 年 开 始 复 排《唐 琬》的 15 年
中，这样的灵魂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一个半小时的带妆候场，郑全不允许任何
人打搅她。

“唐琬心中有一股气，错综复杂，千回
百转，我要把它酝酿到刚刚好才能上场！
成败在此一举！”郑全回忆说，“正是这份

‘刚刚好’，让我表演时有一种酣畅淋漓的
感觉。”

“要在角色的生活环境中，和角色完
全一样、合乎逻辑、像人那样地去思想、希
望、企求和动作。”表演理论家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的这段教诲，郑全在福建省艺术学
校学习时就已记下，成为她问鼎艺术高峰
的要诀。

这份酝酿，绝不止于一时一地。15年的
耕耘里，不论是花整整一个星期排练出场
50秒的台步，还是清板起唱时配乐起奏的
讲究，不论是在本嗓的基础上含情脉脉，还
是让念白像面对面一样亲切却又一字一字
带着“颗粒感”送入观众耳内……这是这部

《唐琬》与其他“唐琬”的不同，也饱含着创
作班子多年守正创新的修习和探索。

“创作研讨时我们一致认为，唐琬这
个人物的表现讲究一个‘凝’字。抓住这个
字，她的表演、她的气息、她的唱腔都是统
一的。万般柔情蓄势待发，发而有含，含而
不露，露而不泄。”郑全说。

既有古典审美的加持，又有现代戏剧
理论的维新，使郑全创作的“唐琬”兼具古
典、现代双重唯美。

“读《钗头凤》的那一段，看到墙上的
‘红酥手，黄縢酒’，台步由快到慢，我在舞
台上就像一只黑蝴蝶一样飞舞。”郑全说，

“内心戏既有原来‘你痴我也痴’的欣慰，
也有咽泪装欢的倔强，还有爱情遭遇到现
实摧残的绝望……但更多的是一种欣慰，
我觉得，她既要成全陆游的爱情，也要成
全自己。”

在 郑 全 眼 中 ，唐 琬“ 自 尊 、自 爱 、自
强 ”，“ 她 的 爱 情 是 那 么 纯 粹 、干 净 和 执
着”。那份语近情远含吐不露、端凝缠绵欲
说还休的怒吼，是唐琬未曾发出的，但读
懂了唐琬的郑全在千年后成全了她。

获奖是又一个起点
十五年的生死与共，郑全不只成全了

唐琬的千年一叹。
“我觉得，人需要有信念、有执着，对所

爱有一份非常纯粹的那种守护，就像我们
追求越剧艺术一样。这是我在从艺生涯中
特别感动也特别能体会的一点。”郑全说。

她强调说：“这份爱不限于爱情，包括
亲情、友情，包括一切的爱。”

郑全认为，此番参加梅花奖竞演的
《唐琬》，独具匠心地创造了越剧张（云霞）
派艺术、昆曲、古琴、话剧的四结合，既有
昆曲、话剧的跨界融合，又创造性地引入
了古琴加强烘托人物的别致音效。最特别
的，是让濒临失传的越剧张（云霞）派有了
充分的发挥空间。

据介绍，张（云霞）派是越剧的十三个
流派之一。它的唱腔在委婉细腻的袁派基
础上，融入傅派俏丽多变的华彩，并吸收京
剧和昆曲的营养，借鉴西洋声乐的发声方
法，使用真假声结合，开拓了音域，其唱腔
的音域可达二个八度，而且高低音衔接自
如，有独特的韵味和魅力。流派创始人张云
霞的唱腔旋律性强，起伏较大，小腔丰富，
变化灵活，擅用多种装饰音加以润腔，以婉
转柔和、华丽多姿的风格独树一帜。

早在郑全就读福建省艺术学校时，张
派的《孟丽君·描容》和《秦香莲·上路》等
折 子 戏 就 让 她 特 别 心 驰 神 往 。郑 全 说 ：

“2008 年芳华开始创排《唐琬》时，导演徐
春兰和作曲朱立熹两位老师问我，要定哪
一个流派？心心念念张派多年的我斩钉截
铁地说，想唱张派。”

2009 年，在大家的推荐下，向往张派
多年的郑全专门打听到张派传人、著名演
员何赛飞在上海的住所，专程登门求教。
在求学 7 年后，于 2016 年行了拜师礼。“在
何赛飞老师的帮助下，我还得到了张云霞
的女儿陈华和张云霞的琴师、作曲家唐惠
良老师的倾囊相授。”

嫡门嫡系加上不懈的刻苦学习，2017
年，越剧张（云霞）派艺术被列为福建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8 年，
郑全被确定为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可以说，在精心创排《唐琬》的 15 年
里，郑全的每一步都留足了后手，让创新
和传承始终陪伴着剧目的成长。

“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越剧尹
（桂芳）派艺术早已在芳华根深蒂固，以
‘尹派越剧传承基地’为核心，尹派、张派
花开两枝，多流派传承创新将是未来的工
作重点。包括剧本的整理、唱腔的汇总，方
方 面 面 我 们 都 要 重 新 去 挖 掘 、保 存 、留
档。”郑全介绍说，“特别是，我们一直在努
力借鉴融入福建本土戏曲的元素，进行发
展创新。这些年，我们移植了莆仙戏的经
典作品《团圆之后》，成为上一届梅花奖得

主、芳华越剧院陈丽宇获奖的力作。我们
还坚持定期派出一些年轻演员，登门向梨
园戏艺术家曾静萍求教，参加她的短期训
练课程。”

反映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功绩的
《万婴之母》，反映古田籍革命烈士黄孝敏
事迹的越剧小戏，根据纪晓岚《阅微草堂
笔记》情节创作的《烟波迷月》，还有弘扬
主题教育和传扬家风的剧本……在郑怀
兴等一众杰出剧作家亲自操刀之下，以剧
本创作为抓手，在《唐琬》之后，福建省芳
华越剧院秣马厉兵。同时，以一次次获奖
为契机，剧院逐步厚实着自己的专家库，
向着更高、更远出发。

据郑全介绍，去年首开的中国戏曲学
院 2022级表演（多剧种）本科函授班上，全
省招生 30多人，福建省芳华越剧院就占了
9 人。芳华正着力培养一批刚刚从艺校毕
业的“00后”年轻演员，准备让她们传承传
统剧目《何文秀》。

“继承芳华老一辈留下的经典剧目，
带好下一代，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
使命。”郑全说，“我们还将以展演、评奖为
抓手，向全国推人推戏，引领全团创作表
演水平的提高。”

霞浦启动诗歌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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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为何物？生死相许！
——访第访第31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郑全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郑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尹荔陈尹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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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全“唐琬”扮相凄美。

本栏图片均由福建省芳华越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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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全郑全

本报讯（记者 林鹏） 25 日，“福匠传
神·仙工开物”第十届（2023）福建文创奖·仙
游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本届大赛围绕“福”文化和仙游地域文
化，以文创赋能经济、产业融合创新为目标，
汇聚优秀文化创意设计力量，从仙游城市
IP 形象设计、中式家具单品设计、福文化·
仙工开物文创好礼三个主题类别，打造文化
元素与现代科技、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创
意设计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文创产品。参赛
作品要求独具仙游地域特色，能够呈现文化
内涵的“创新、好用及可转化”。

本届大赛赛事规格高。据了解，创办十
年的福建文创奖是我省文化产业领域的一

个重要品牌赛事，是文化创意设计交流竞
赛、展览推介、人才培养和产业对接的一个
重要载体，是全省最具权威、最高水平、最大
规模的一项文化创意综合性赛事。

大赛参与广泛——面向海内外专业技
术工匠，国内外院校设计专业教师和学生，
创意设计机构的创意设计专业人员，以及从
事文创产品开发、生产的专业机构，对文创
产品开发、IP 原创开发有志趣的社会各界
人士发出参赛邀请。

同时，赛事以市场为导向，深度结合仙
游的地方产业，同时融合“福”文化与地方文
化，致力于让优秀的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
活、走出家乡。

第十届福建文创奖比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