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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夏吉明 张钱钱

金秋时节，湖北潜江传出消息称：该市

将投资 30 亿元，推进曹禺文化产业园三期项

目，打造“中国戏剧之都”。9 月 24 日至 28

日，第三届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将盛大开

启，曹禺文化魅力散发出艺术芳香，世界目光

再一次聚焦潜江，“中国戏剧之都”呼之欲出。

曹禺文化的“潜江渊源”

潜江地处湖北省中南部，属省直管市和

武汉城市圈的城市之一。潜江是全国首批

文化先进地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市、中华

诗词之市、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文

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花鼓之城”与曹禺文化有着数不清的

渊源。曹禺是为戏剧而生的潜江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曹禺就成为了蜚声中外

的杰出戏剧家，《雷雨》、《日出》、《原野》、《北

京人》等著名作品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

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使他享有“东方莎士

比亚”的美誉。

潜江素有“民歌之乡”的美誉。《江陵乐》

中的“逢人驻步看，扬声皆言好”，便是史籍

对她的盛赞。1980 年，由潜江戏剧表演艺术

家胡新中主演的《花墙会》，被珠江电影制片

厂拍成彩色戏曲片，在全国引起轰动，潜江

“花鼓之城”名至实归。

潜江花鼓剧突出歌、舞、剧三者的综合，

创造出“似曾相识而别有新意”的艺术境界，

给人全新的审美感受。《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称，那些原本属于荆州花鼓的种种质朴、鲜活、

灵动、浓厚的艺术处理，融会为一个完整的舞

台视听综合形象，共同将曹禺的传世名篇引

入了一个新的世界。1997 年，潜江花鼓剧《原

野》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湖北省“五个一

工程”奖，1998年获中国文华新剧目奖。

曹禺文化的“潜江情结”

“园林城市”、“石油之城”、“龙虾之乡”名

片，展示着潜江的魅力与实力。水乡园林，把

潜江与苏州杭州等水乡城市联系在一起；江

汉油城，把潜江与大庆、东营等油田城市联系

在一起；小龙虾，把潜江与江苏盱眙、安徽芜

湖等城市联系在一起；曹禺文化，则是把潜江

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巨匠们联系在一起。

潜江文化由农耕文化、油田文化、农垦

文化交融形成。这些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

互撞击，形成了潜江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

本土文化。弘扬和传承曹禺文化，必将充实

潜江文化的内涵，提升城市品位、知名度和

美誉度。

曹禺是潜江的，也是世界的。曹禺先生祖

籍潜江，他生前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我

是潜江人》，“悠悠白云，故乡情切”，表达了对故

乡的深深眷恋。1984 年，潜江花鼓剧团《家庭

公案》在京演出，曹禺先生百忙之中前往观看，

并撰写《潜江新花》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一个文化城市不能没有文化名人。因

为有了文学巨匠莎士比亚，他的故乡——英

国的斯特拉夫，方圆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镇

闻名天下。曹禺祖籍潜江，从一个“窭人之

子”到“我是潜江人”的升华与回归，是曹禺

先生发自内心对家乡潜江的文化认同。

戏剧之都的“潜江元素”

前两届“曹禺文化周”盛会渐行渐远，但

韵味却弥久愈甘，第一届以“我是潜江人”为

主题，第二届以“风雅潜江·百年曹禺”为主

题，纷纷提出了建设“中国戏剧之都”的新战

略，至此，潜江打造“中国戏剧之都”水到渠

成，瓜熟蒂落。

文化品牌蜚声中外。潜江市拥有曹禺

文化品牌、龙湾遗址品牌、花鼓戏品牌、“两

李”故里品牌和江汉平原皮影戏品牌五大文

化品牌，成为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但在这

些众多文化品牌中，曹禺文化品牌独特珍

贵，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影响力。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近几年来，潜江市

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很多节目被中央和

省市电视台选用。2004 年金秋，潜江市成功

举办了中国（潜江）曹禺文化周，群众演员

3000 多人，观众达 50 余万人次，盛况空前。

文化市场日趋成熟。潜江市坚持“一手抓

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大力整顿和规范文化

市场秩序，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目前，该市

初步形成了由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图

书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艺术培训市场、广告

传媒市场等门类构成的文化市场体系。

文化阵地不断健全。潜江市现有图书

馆、纪念馆、博物馆、群艺馆、新华书店等文

化场馆近 30 个，各类文化经营户 600 多家。

南门河游园、曹禺公园、章华体育场、曹禺纪

念馆等基础设施上档升级，潜江博物馆、曹

禺戏楼、潜江影剧院维修改造相继竣工，促

进了基层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城市文化品位

的提高。

戏剧之都的“潜江动作”

如 何 建 设“ 文 化 名 市”，打 造“ 戏 剧 之

都”？潜江人成竹在胸。潜江市委、市政府

审时度势，提出了“建设文化名市”的构想和

树立“经营文化”的理念，挖掘特色资源，等

一系列“组合拳”。

提档升级建设施。去年开始，潜江市投

资近 4 亿元兴建曹禺大剧院（中国戏剧家协

会曹禺剧本奖创作基地、中国戏剧家协会梅

花奖艺术交流中心），目前，正在收集全国各

地的戏剧梅花奖、曹禺剧本奖相关资料，为

筹建戏剧博物馆做前期工作。

挖掘资源办活动。潜江市以曹禺品牌

为媒，与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等联合举办全

国性曹禺文化周等重大文化活动。2011 年，

举办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编剧读书班；2012

年，邀请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开展了“送欢

乐、下基层”慰问演出，并举办了第二届梅花

奖演员读书班、第四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

本奖评奖颁奖活动；2013 年，承办了中国·潜

江小戏小品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戏剧奖·小

戏小品奖”潜江选拔赛，通过这些活动扩大

了潜江“戏剧之都”的知名度。

开放包容促交流。潜江市加强与国内

外的文化合作交流，借智借力打造曹禺文化

品牌。近年来该市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有：

英国利兹大学代表团、德国海登海姆市代表

团、新疆温泉县乌兰牧骑团先后到我市进行

文化交流；潜江戏剧文化代表团对莎士比亚

故乡英国斯特拉福进行友好访问；与北京龙

马社共同出品的话剧《有一种毒药》和《报警

者》，《报警者》；2012 年在武汉获国家文化部

颁发的话剧金狮奖的编剧奖和制作奖；与上

海 戏 剧 学 院 就 艺 术 戏 剧 教 育 达 成 合 作 协

议。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院（市花鼓剧

团）还远赴英国利兹大学，参加戏剧《赵氏孤

儿》国际学术研讨会。

精益求精塑品牌。近年来，潜江着力打

造曹禺文化品牌，引领全省“一县一品”品牌

建设。该市以产业园为依托，积极整合本地

历史、民俗、戏曲、旅游资源，努力建设湖北

文化旅游的极品景观、戏剧艺术的大观乐

园、全国戏剧的活动基地、世界戏剧的交流

中心，曹禺文化品牌被授予全省“一县一品”

文化品牌创建特别奖，潜江的“曹禺文化周”

被人民网、中华节庆研究会评为“中国最负

盛名文化艺术节”。

湖北潜江湖北潜江：：““中国戏剧之都中国戏剧之都””呼之欲出呼之欲出

■ 本报记者 夏吉明 通讯员 钱赛群

湖北监利是全国有名的农业大县，邮政和“农”字

有着难分难舍的情结。监利邮政决策者科学顶层设

计，探索“战略—经营—团队”链式发展路径，在互联

网时代，契合时代特征，开办了信函、包裹、报刊发行、

邮政储蓄、汇兑、物流速递、集邮、代理保险、代办电信

等综合业务，在 318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服务

社会经济发展的绿色真情。

金融强邮：瑞“农”翘首

金融强则邮政强。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鼓励邮储银行拓展农村金融业务。近两年来，监利邮

政实行全面转型，通过转观念、转作风、转模式，开启

新思路，激发正能量，提速信息化，抢占农村市场，拓

展金融业务。

数据就像一把隐形的刀，切到哪里，就可以“颠

覆”哪一个企业。据统计，今年一季度，监利局新增邮

储余额 2.3 亿元，较同期增长 23%，完成一季度计划的

103%；活期占比高达 65%，居全省县局第一位，余额规

模达到 29.1 亿元。

引领“持卡一族”步入“芯”时代。今年以来，该局

推进银行卡从磁条卡向金融 IC 卡迁移步伐，将 IC 卡

与电子银行或理财、邮储短信、VIP 卡、商易通等进行

业务组合，提升客户体验感与粘合度。截至 8 月，该

局发放 IC 卡 17885 张。中秋时节，福田支局开展了以

“绿色理财，金色人生”为主题的 VIP 客户理财沙龙活

动，加大客户开发力度，推动保险理财业务快速发展。

推行现代金融产品，“领跑”时代潮流。8 月以来，

黄歇支局大力推行理财 POS 业务，拓宽了将其他银行

资金转入邮政网点的电子渠道，提升顾客与邮政企业

的粘合度。9 月 5 日，荆州市推广桥市支局“双链”经

验，截至 8 月，该支局共发放客户联系卡 700 余张，回收

400 余张，余额净增 811 万。江陵、公安等周边县市纷

纷来到监利，学习“拓展客户链、延长资金链”的做法。

综合开发“粮补”账户，提供“放心”金融产品。今

年以来，尺八支局利用“粮补”账户开发、绑定电费绿

卡村项目，开通网银等其它业务，增强了客户对“粮

补”账户的信任度，并相继开发了房屋补贴、水稻保

险、低保、医疗补助等项目款的代发业务，预计今年将

代发医疗补贴款近 130 万元。

服务“ 打工经济”，提速外出创业“ 回归工程”。

2014 年春节，该局召开外出创业人士座谈会 8 批次

1200 人。新增 5 万元以上邮储大客户 651 户，新增邮

储余额 5670 万元，新增“兵团作战”保费 3300 万元和

理财产品销售 680 万元。

服务活邮：金“农”飞身

小利润，大市场，服务催生“长尾效应”。从“流动

邮局”到“农资超市”，从“爱心包裹”到“义务捐助”，监

利邮政人以“诚”衡量，用“心”称重；代发工资，不厌其

烦；大爱无疆，参与“爱心邮路”，用一点一滴浇灌出邮

政与顾客的“和谐之花”。

服务“最后一公里”，监利邮政人走出了自己的精

彩。今年以来，该局统筹安排机关干部到挂点支局开

展“三同三进”，局纪委分片包点，作为效能监察项目

之一，进行全年跟踪管理。挂点干部到支局与员工同

吃、同住、同工作，进基层、进村庄、进农户，组织开展

“流动邮局”下乡活动，宣传债券投资、邮政保险、邮政

代理金融等业务。。

打造“绿色三农服务网”，倾情服务“三农”。该局

凭借邮政资金流、信息流、实物流“三流合一”的网络

资源优势，成立鸿雁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接纳村民

为社员，聘请相关农业专家现场测土配方对农民进行

技术指导，举办“种田能手”和亩产比拼大赛，在 17 个

重点贫困村建起邮政“农资超市”，在每村办一个 500

亩的科技示范点，引导农民正确使用各种农资、农药。

用“爱心”诠释服务内涵，传递邮政绿色真情。春

节期间，该局开展“关注留守家庭，服务就业创业”活

动，依托各网点“留守家庭”关爱点，组织投递员开展

外出发展创业人员走访和邮储进万家活动，到车站接

送返乡人员送温暖活动。成功开发县慈善分会定向

捐赠留守儿童项目——捐赠“爱心包裹”2000 个，设计

爱心报刊“订阅卡”，免费赠受捐对象“感恩卡”，为留

守儿童订阅爱心报刊。

文化兴邮：祥“农”摆尾

从古代邮驿到现代邮政，从鸿雁传书到电子商

务，邮政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邮政文化。监利邮政深谙

时代发展脉搏，打造“关爱员工、关爱伙伴、关爱客户”

企业文化，铸就“经营、平台、金融、数据”的企业理念，

以文化之力促进经营方式的转变。

整合资源，精准定位，寻找新的增长点。监利邮

政充分挖掘自身优势，积极向社会推广“邮政文化”，

涵盖贺卡文化、书信文化、集邮文化、“三农”服务文化

等 10 余种具体的文化元素。6 月，监利局以湘鄂西

“红色文化”为题材，推出个性化邮册《红色沃土》，将

爱国主义融入邮册，用邮票让“身边人、身边事”留下

点滴记录。

文化是企业的血脉，是员工的精神家园。该局

“任人唯贤”，构建“梯队”人才模式，培养后发储备人

才。6 月 24 日，监利邮政《传承·跨越·发展》论坛首次

开讲，14 名乡镇邮政支局选手与专家进行了面对面的

思想碰撞。组织员工学习《我的互联网方法论》，领会

“颠覆”、“创新”的实质。

邮政企业文化具有“鲶鱼效应”。7 月 19 日，“仲夏

田趣监利红色游”活动拉开帷幕，4 位奥迪车主和 52 名

车友“自邮一族”参观了周老嘴湘鄂西红色旅游根据

地、生态监利“洪湖湿地”东港子，领略了原生态的洪湖

风光。9 月，该局组织员工积极参与湖北省第十四届运

动会火炬在监利传递，开展打羽毛球、乒乓球、歌咏比

赛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点燃员工干事创业的激情。

邮政“家”文化结出丰硕果实。4 月 26 日，监利邮

政员工张友城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张友城事迹

先后被《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湖北日报》等多家

媒体专题报道，学习张友诚热潮蓬勃兴起。该局连续

多年获得湖北邮政“十大爱心团队”荣誉称号，多次荣

获省市先进单位。

飞“ 农 ”在 天
——湖北监利邮政综合业务发展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