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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码头因河海而兴

城市因水而生，文化依水而兴。
营口与曲艺，可谓“性格”相合。

拥河向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营
口在1861年成为东北第一个对外开
埠的口岸。一时间营口商贾云集，名
流会聚，店铺林立，成为东北重要的
商贸金融中心。

身处河海城市，码头与渔业文化
的熏染，使营口人的性格里有着天生
的开放包容、热情乐观，敢于闯荡吃
苦，也乐于休闲享受，传统曲艺早已
融入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开埠后，商
贸潮带来人潮，多元的文化碰撞融入
颇具特色的本地市井文化，让曲艺在
营口得到充分发展，聚集了众多著名
的艺人在此“撂地”演出。

离码头不远，临近辽河的洼坑甸
成了众多露天杂耍、打把式卖艺人下

船后“踢门槛”的第一站。著名评书艺
术家连阔如先生在其遗作《江湖丛谈》
中提道：“在营口（市）有个洼坑甸，算是
营口最繁华热闹的市场，较比天津三不
管、北平的天桥不在以下。”

当时营口有句顺口溜，“若想开
眼见，就去洼坑甸儿，五行十八怪，不
服台上练……”

艺人表演场地各不相同，多种形
式、场所的曲艺演出使码头工人、油
坊伙计和公子王孙、商贾名流各得
其所，各有其乐。有“撂地”“画锅”
的——在露天占一块地儿，拿石灰粉
画一圆圈，就是“锅”，说得好、演得
好，人便越围越多，还有“进园子”

“去茶馆”的。清末民初，刘凤岐等一
众商家看准时机，纷纷投资修缮、建
立大型演出场所。彼时的营口剧场
林立，名家会聚，老一辈书曲艺人福
坪安、顾桐成、张春山、赵玉峰、王香
桂等都来过营口演出。

“营口码头戏难唱”

自来唱大戏的，讲究的都是先闯
码头。走水路上东北，第一站就停在
辽河岸边。紧依河海的营口人眼刁
了、耳尖了，爱听戏的名声也传出去
了，成了八方艺人打响“头炮”的“试
金石”。一个曲艺新人到洼坑甸一张
嘴，营口观众就知道他“几斤几两”。
若是艺人在营口站不住脚，就踢不开

往东北走的门槛儿，得赶紧打道回府
继续苦练。因此才有了“营口码头戏
难唱”的说法。

正是因此，很多大师级人物与营
口产生交集。据史料记载，老一辈书
曲艺人马三立、刘宝瑞、张庆森、顾海
泉、崇寿峰、于春明等都到营口的书
馆演出过。人称“白丫头”的王香桂
在营口叫响了西河大鼓的名气，她也
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的母
亲。单田芳1934年出生在营口，20世

纪50年代初第一次登台说书也是在
营口。据记载，当时他讲的是《明英
烈》，由于非常紧张忘了时间，一口气
儿说了两个半小时，博得满堂彩，一
炮而红进而在全国声名鹊起。

曾在评书界独占鳌头的艺术家
福坪安出师后常在京津两地演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到营口夏家
茶馆等处献艺。福坪安发现，营口的
观众热情、有眼光，曲艺氛围浓厚，于
是决定长期定居营口，收“鹤”字辈徒
弟李鹤谦、吴鹤龄、董鹤良等，1951年
福坪安殁于营口。

营口是曲艺能人辈出的宝地，一
个世纪以来，从这里走出的相声、评
书、大鼓等演员源源不断，评书表演
艺术家袁阔成、鼓曲表演艺术家汤敏
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曲艺名家、德
高望重的业界名流。

新曲传唱辽河畔

坚守并不容易。在娱乐方式多
样化的今天，把观众拉进戏园子并非
易事。2014年，从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退休的黄梦如回到家乡营口，成立了
怡笑阁相声俱乐部。其徒弟、《相声
有新人》节目全国二十强选手李振威

回忆，“刚开始怡笑阁发展得不好，有
时只有一个人来听相声，即便这样，我
们这群相声人也坚持说。现在情况渐
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行当，
这也给我们相声人加了一把力，让我们
想做出更好的内容表演给观众。”

从“冷冷清清”到“网红打卡地”，正
是因为营口一众曲艺人的坚守与创
新。辽河老街上，泰顺祥、怡笑阁茶庄
里，相声、戏法、双簧、变脸、大鼓等传统
曲艺节目好戏连台。“没想到在营口这
个小城市还能有相声这种消遣，真不
错。”“相声演员都很专业。”翻看点评网
站，网友们对营口曲艺节目不吝“五星
好评”，吸引了更多本市及外地游客，使
营口成为全省感受曲艺文化打卡地。
营口市曲协主席黄梦如说：“营口的曲
艺发展水平在全省看来都是屈指可数
的，因为营口的曲艺人是有传承的。”

曲艺的“活态”传承离不开作品
与人。营口袁派评书、营口冯家门相
声等曲艺项目纷纷被列入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传承人也不断与
时俱进、推陈出新，反映白衣天使“抗
疫”精神的《极速出征》、宣传营口有
礼的《彬彬有礼》《营口有礼》等作品
鼓舞人心、寓教于乐。总有新曲传唱
于辽河岸畔，群众喜闻乐见。

工业“锈带”的另一面，是车水马
龙、熙熙攘攘的今日站前。

党政机关、央企营口“总部”、金
融企业在这里集中，营口城区的主要
商圈分布于此，沿街商铺鳞次栉比，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等“新经济”风生
水起……中心城区要素齐备、人流资
金流集中、商贸流通业发达。作为城
市的“脸面”，站前区在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上“借光”多，负担少。

“得天独厚”、长期“被呵护”，干
部的斗争精神、拼搏意志缺磨短练。

“决不能滋生‘躺赢’意识，否则必将
‘站不起来’；打造群众舒适区，干部
必须走出‘舒适区’”。从乡镇、县
（市）领导岗位走上站前区委书记岗
位的王正刚经常这样告诫干部。

一场打破“小富则安，小富即满”
“激发干事创业激情”“转作风见行
动”的思想解放在实战中悄然展开。
在一线和“吃劲儿”岗位培养锻炼干
部，健全容错机制，激励干部敢闯敢
试。树立“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

早也是晚”理念，培养“会散即行”“见
文即落”的工作习惯。区领导带头，
咬住“勇”“韧”两个字，不怕干扰、不
惧困难，敢定事、敢冲锋、敢担当；咬
住不放、百折不挠，不达目的不罢手，

不见结果不收兵。
去年，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新增

项目19个，实现税收2.86亿元，解决
就业 3 万人次。营口新经济线上平
台入园企业 38 家，灵活用工平台投

入使用，服务国内 3000 个发包项
目，成功签约17.8万人。“一网通办”
政务服务事项可办率达 100%，平均
办理时限压缩 84%，年度营商环境
报告“合同执行”分项名列全市第
一。全区机关干部常态化下沉老旧
小区、小街小巷清理环境卫生、治理

“八乱”……
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核翼经

济开发区晋升省级开发区，站前有了
一块4 平方公里的“工业飞地”。站
前区瞄定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
产业，精准出击，加大头部企业招商
引资力度，集聚全产业链项目入驻。

80至89岁老人每月领取100元
补贴，90 至 98 岁老人每月领取 300
元，99岁以上老人每月领取500元，
到去年，站前区4年累计给居民发放
高龄补贴630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
入递增、登记失业率渐降，优质教育
资源集中，老旧小区不断升级、新楼
盘接踵而起……一个个“小确幸”不
断丰富着站前区居民的幸福生活。

打造群众生活舒适区 干部就得跳出“舒适区”

让群众收获稳稳的幸福
——营口站前区笃行实干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本报记者 高汉雷 文并摄

河海营口，河在前，海在后，城市
生于河，盛于河。河流见证着历史，承
载着文化，是城市的“根”与“魂”。

对于有历史的主城区而言，河，当
然是大辽河。

大辽河在站前区区域内辗转流
连 7 公里，仿佛在这里长舒一口气
后，再不回头，一路坦然向西，注入渤
海。像一个反写的“C”字母，站前区
拥大辽河入怀。

营口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辽河文
化产业带，争创全国文明城，这个老城
区被寄予打造高品质宜居地的厚望。

对于地处营口城区中心位置的站
前区而言，“C”位的意义不仅在于地
理上的中心，更在于城区品质，在于把
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变成发展质量的提
升，在于经济繁荣、城市更新、社会治
理、营商环境、民生福祉等诸多方面走
在前列、做到最好。为此，区委带领全
区上下化压力为动力，笃行实干，不断
推动老城区内涵式发展。

地处大辽河营口城区起点的营口
造纸厂，是这座曾经的“轻纺城”近现
代工业的肇始之地。营口造纸厂有着
80多年历史，曾经是新中国第三大造
纸厂，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张凸版印刷
纸，用于《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它曾
经拥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消防队、电
影院、商业街甚至电视台。至今，这里
仍在生产手工宣纸。

2019年12月，营口造纸厂被认定
为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核心物项包
括4座厂房、7台蒸煮锅和两台凸版纸
机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推动老工
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
把工业遗产定位为“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典型代表”。

沿河而行，有如在一段发展的文
明史中穿行。营口制桶厂遗址，生产

“友谊”牌洗衣机的老厂房，老树新花
的植物园，营口化纤厂俱乐部，营口老
港码头，依托老港码头兴盛一时的石
材城、陶瓷城，停靠绿皮车的火车站，
百年气象站……遗存遍布，凝固着一
个个火红年代；吊车、铁锚、火车铁轨，
女儿墙、罗马柱、依稀可见的标语，一
栋栋年代感极强的建筑，实物犹在，连
缀着一段段“站前文脉”。

文化遗存是挖掘辽河文化内涵、
讲好辽河故事、传承精神血脉的宝贵

载体，保护修复、活化利用文化遗存，
是建设辽河文化产业带的题中应有之
义。把文脉接续到现代化沿海经济强
市上来，外塑颜值内升气质，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提供内涵支撑。正在编制
的辽河文化产业带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突
出历史文化、生态文明、特色发展，制定保
护利用、保留更新、战略发展政策，给站前
区带来新机遇、新期盼、新责任。

北部的3个村给这个中心城区平
添了一抹田园风光。三村怀抱营口城
区最大一片水面，这里是原营口造纸
厂水库，近似方形的水面周长超过 6
公里。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 7 条河
流环绕。三村、北湖、河流相连相通、
相映成趣，已被规划为北湖生态区。

围绕辽河文化产业带整合资源、
招商引资，加快推进营口老港片区城
市更新、大辽河城市段整治和北湖生
态区建设，已经列入营口市委全会报
告和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

去年站前区腾出工业“锈带”土
地近 100 万平方米，今年统筹推进城
区改造、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和生态
治理，打造河海风情街，开发百年气
象站、老港码头、造纸厂，打通拓宽
大辽河生态景观带，串联辽河文化
创意区、新经济产业区和田园农业
休闲区。

“翻红”工业“锈带”建设文化“秀带”

春节前夕，勤俭小区一栋居民楼
的12户居民用上了自己的电梯。

去年，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站前
区出台加装电梯政策，区里承担一半
的电梯购置和安装费用，并且承担电
梯运行维护费用。

这栋建于 1998 年的居民楼，居
民最小年龄 65 岁，在社区干部和老
党员、居民马国臣的沟通协调下，8
户老住户一致同意加装户外电梯。

“通过社区网格联系沟通后，暂在外
地的5楼、3楼两户也同意，就差一楼
的两户。”勤俭社区书记苏美月说，

“一户一户分别沟通，讲清楚利弊，一
楼用不上电梯，但是楼上都走户外电
梯，避免了楼宇门开关给一楼带来的
震动和噪声，电梯在楼宇北侧，不影
响采光，也不影响一楼的房价。两位

阿姨和其中一位阿姨住在外地的子
女都通情达理。”

加装电梯后，这栋楼的邻里情更
浓了，大家主动承担清扫电梯、连廊
卫生。勤俭社区的另外一个小区、其
他社区的居民纷纷来参观，主动要求
加装电梯。

“社区替居民‘跑腿儿’，跑得到
位特有成就感，对推动其他工作也信
心满满。”苏美月说。

“‘最后一公里’当然不是空间概
念。区、街道办事处、社区已经是基
层，我们提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百米’，目的是通过强调‘距离’，要求
干部到群众中去，实现‘零距离’的干
群共情，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党
就在身边。”王正刚说。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站前

区着力选好配强街道、社区书记，推
动社区工作者走进万家。全面实施
农村“书记现场”和“党员入门”帮带
活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挥

“党建商圈+”示范引领作用，开通
“红领精英党建沙龙”，推动“两新”组
织党组织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
变。开展学校“五强支部”“四亮行动”

“党员先锋”等活动，推进党支部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以党建为统领，站前区进一步
完善“党建+综治+网格”立体化的
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夯实部门职能
衔接，拓宽社会服务领域，有效破解
向上够不着解决问题的职能部门，
向下够不着基层百姓呼声诉求的

“两个够不着”问题，并着力培养一
批“社区大妈、社区大爷”，发挥他们

在社会治理中贴近群众、反映民意、
了解情况的独特作用，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百米”。

发挥三级社会治理平台作用，实
现群众诉求一站式解决，矛盾一站式
化解，服务一站式提供。今年，启动
街巷路提升工程，打通“断头路”，改
造破损路面，以环境整治、电梯加装、
公共设施维护更新为重点加快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增设停车位、充电
桩、休闲健身场地，因地制宜建设“小
微景观 ”。向工业“锈带”、北三村倾
斜社会资源，补齐教育、文化、卫生短
板，促进公共服务共享。

提升城区品质，提高群众幸福
感，站前人正用实际行动赋予宜居
之地更多内涵，站稳“C”位，领航
前行。

到群众中去 打通服务“最后一百米”

曲艺码头今胜昔
朱 琳 本报记者 徐 鑫

营口市民在泰顺祥茶庄欣赏相声。 图片由营口市委宣传部提供

辽水西流，奔涌入海。在营口主城区沿河而行，
与阵阵涛声相伴的，不仅有船笛鸥鸣，还有丝竹弦
歌。辽河公园中，爱好文艺的市民纵情歌唱；辽河老
街上，评书、大鼓等传统曲艺轮番登上茶馆舞台。

国际音乐港城的城市名片背后，是早在清朝
就繁盛一时的曲艺文化，是在曲艺文化的绵延传
承中，熏染出的包容大度、热情开朗的城市性格。

美丽的辽河风光。

站前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大厅。

地处营口城区中心位置的站前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