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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 层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梁琨 摄影报道

3月15日下午，济宁杂技城练功房里，
入选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韵·花样顶技》
节目的十余位女生身着练功服，手托花枪一
字排开。刹那间，最左侧的演员将花枪竖直
抛向空中，自转一周后蹲下稳稳接住花枪。
就在左一演员蹲下的那一刻，左二演员也将
花枪抛向空中……几秒钟的功夫，十多位演
员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完成抛接花枪的
动作，娴熟、干练、精准、平稳。

“《韵·花样顶技》是我们2019年创作的
节目，是在中国传统杂技的基础上，巧妙融
合戏曲元素，展现顶技的奇美。”济宁杂技团
团长赵建刚介绍，该节目从道具方面将顶杆
更换为戏曲中的花枪，还融入了花旦武旦等
角色。

据介绍，在《韵·花样顶技》中，难度最高
的是三接动作。该动作以一位演员为底座，
肩上依次站立两名演员。在保证平衡性的
同时，底座演员以左脚为支撑，右脚托起花
枪向上抛。最上层的演员，需要口衔钎子，
稳稳接住花枪。

“为杂技创新，由单点支撑提升为多点
支撑，由范围较广的‘手接’到行动受限的

‘口接’，并由底座单脚支撑、用脚送花枪。
这套动作的成功展现，让我们走在全国杂技
界的前列。”杂技团的学员队老师李玉说，设
计出动作方案后，他们便分三组开始日复一
日地训练。“整整一周的时间，才实现了一组
的二接传接，实践证明了方案可行，我们加
强训练，足足用了两年才实现了三组‘三接
’。”李玉说，训练中，摔伤、扭伤都是家常便
饭，有些孩子发着高烧仍在坚持训练。

在这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11岁，多数
在15岁左右。李亚婷和伊梦涵是三接动作
的“底座”和“二接”，十四五岁的她们，双肩
已布满老茧。支撑重量、把控平衡，稍有差
错，就有可能造成三人受伤。“动作做起来很
难，也害怕失败，有时候站在舞台上，双腿都
会止不住地发抖。”李亚婷说，相比于身体的
受伤，动作没做成功更让人难受，为此，她们
私下没少沟通交流，希望能在展演时给观众
们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每个孩子都是宝藏。在训练过程中，

出现差错是正常的。在保障孩子们安全的
前提下，不仅要给孩子们足够的鼓励和信
心，更要给他们充分的试错空间。”李玉告诉
记者，在三接动作刚开始实操的多半年里，
成功率非常低，有时一星期都成功不了一
次。但孩子们肯吃苦，肯练，才成就了《韵·
花样顶技》的精彩。

入选展演的作品《梁祝》，则是立足本地
文化特色，以杂技与魔术相融合的手段，实现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梁祝是济宁当地流传的故事，国内演
绎这个爱情故事的艺术形式很多。但以杂
技与魔术相结合的形式，在国内尚属首次。”
赵建刚说，《梁祝》以中国民间传说为底蕴，
将魔术表演与“梁祝”故事有机结合，运用魔
术技巧，在有限的时空内，将相识、结盟、共
读、定情、婚变、化蝶等戏剧元素展现得淋漓
尽致，实现了魔术、戏剧杂技的有机融合，呈
现了唯美、浪漫、动人的中国美学意象。

在杂技节目《梁祝》中，如果说杂技是这
个节目的骨架，魔术则是血肉，二者互相支
撑，相互成就。“魔术中的每一个效果，都助
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故事中，梁山伯与祝
英台从学生时代相识，二人都是男子模样。

借助变装手段，祝英台变装成为一位妙龄女
子，二人相恋。而后，梁山伯变装一身红装
准备迎娶，祝英台殉情后，演员变装一身白
衣，而后借助威亚技术手段，二人再次变装
化蝶双双飞舞。”男主角孔大鹏说，为了实现
魔术效果，两人之间，以及与道具、助手间要
不断磨合，通过成千上万次的训练，才有了
如今的演出效果。

在大众眼中，梁祝爱情故事悲喜交替，
情感丰富。“传统杂技是不需要代入情绪
的。而《梁祝》杂技剧的表演，则需要演员了
解角色、进入角色、塑造角色。为了充分理
解角色，我们翻阅观看了许多关于梁祝故事
的书籍、电影、戏剧。只有我们感知到情绪，
才能将情绪传递给观众，有时演到最后，我
们真的会悲伤地哭起来。”女主角杨爽不好
意思地笑笑，“舞台的魅力不可言喻，也是我
们演员特别享受的。尤其是当听到观众热
情地鼓掌时，真是心潮澎湃，掌声就是对我
们的最好肯定。”他们就是想更好地将节目
呈现在观众面前，希望通过熟练的杂技技巧
和精彩的魔术演绎，更好地传播济宁本土文
化，让杂技这门传统艺术，在不断创新中焕
发生机和活力。

探班《韵·花样顶技》《梁祝》——

济宁杂技 融新“化蝶”
“原本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才进站调解的，要是不成，

估计还得走劳动仲裁和诉讼程序。但是，真没想到当场就能
拿到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真是太感谢了！”鱼台
县邓某在与张黄化工园区某公司的纠纷调解结束后，握着助
企攀登干部刘翔的手激动地说。

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不仅关系着职工权益，也影响着企
业的健康运转，一直是鱼台县委政法委助企攀登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鱼台县委政法委围绕畅通群众合法诉求表达渠
道、丰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法治路径、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
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建设，加强统筹协调，优化资源整
合，强化衔接联动，持续强力推进并提质升级“一站式”矛盾
纠纷调解中心建设，为鱼台人民群众提供了便捷高效、低成
本多途径的纠纷解决渠道。

2021年12月，鱼台县委政法委印发《深化“一站式”矛盾
纠纷多元调解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按“前台后厂”模式、

“肩并肩模式”设置功能分区，案件经导诉台、立案窗口、程序
分流组三层筛选，较为复杂、专业的案件进入法院的“疑难
庭”，适合调解的案件进入到司法所的调解委员会和行业调
解中心，需要司法确认或速裁程序的则由诉调对接组介入完
成相应的司法程序。

“‘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中各部门衔接联动，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集受理接待、协同指挥、分流转办、调处化解、
跟踪督办、评估反馈为一体，具备多种调解方式和非诉讼纠
纷解决方式，真正打通调解便民最后一公里。”鱼台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张春雷介绍，他们坚持内部挖潜和外部借力
相结合，加强诉调、警调、访调等联调联动，充分发挥“山东智
慧调解”线上平台的作用，让基层民事纠纷化解在基层。

据统计，仅在2022年，鱼台县各调解中心运用“多元调
解+速裁”机制共结案2万余件。前端速裁案件平均审理天
数为7天，比后端平均审理时间缩短11天。 记者 梁琨

助企攀登
“一站式”调解促和谐

近日，任城区阜桥街道小闸口社区组织消防安全隐患排
查活动，对辖区内经营场所的安全疏散口、用火用电情况、消
防设施设备等进行安全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全
力维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王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