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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5 日，镇海·象山
社科文化走亲活动来到了象山
泗洲头镇墩岙村。在村文化礼
堂明亮的舞台上，京剧小唱将
欧 阳 秋 宇 、 王 俊 弛 惊 艳 亮 相 ，
清 亮 高 亢 的 童 声 穿 透 整 个 礼
堂，他们将 《武家坡》 的沧桑
韵 味 演 绎 得 丝 丝 入 扣 。“ 这 嗓
子、这腔调，哪里像 10 多岁的
娃唱出来的！”一曲终了，观众
喝彩连连。

“杨老师总是把她争取到的
宝贵演出机会让给我们。”王俊
弛清楚地记得，去年的浙江省

“我要上村晚”戏曲大赛，是京
剧 小 唱 将 们 首 次 参 加 的 比 赛 。
孩 子 们 身 着 斑 斓 戏 服 初 试 啼
声，以一出传统戏曲与红色经
典串联的 《国韵传承》 斩获三等
奖。

进学校、进工地、进乡村礼
堂⋯⋯如今，每年 10 多场的演
出，让小唱将们越来越老练。他
们每一次亮相，都是一次自信的
绽放、一次国粹火种的播撒。

他们的舞台，从不止于赛场

或礼堂，而是生活中的每个寻常
场所。年仅 7 岁的张凌宇如今已
是小区里的“名角”，公园成了
他的“专属戏台”。小区里的老
人更是其“铁杆粉丝”，每每看
到小凌宇，总要拉住他：“小明
星，给我们来一段！”

京剧小唱将的一路成长影响
着身边的人，家长便是最深情的
见证者与支持者。王俊弛的父母
成了后台化妆、搬运戏服道具的
得力助手，他们在微信朋友圈发
的小视频满是孩子演出的身影；
欧阳秋宇的父亲，将手机铃声设
成了女儿唱的 《梨花颂》，每当
铃声响起，他的眉梢眼角尽是骄
傲；张凌宇的母亲当起了专职司
机 ， 每 个 周 末 驱 车 20 多 分 钟 ，
从东部新城赶到蛟川，只为陪儿
子学戏⋯⋯

如今，这份魅力正在更广阔
的 空 间 荡 起 涟 漪 ，“ 润 物 细 无
声”地渗入文化生态——

随父母迁居而来的新镇海人
子女，在描绘京剧脸谱的绚丽色
彩中，找到了连接故乡与新城市

的情感归属；当地面塑老艺人受
小唱将们的感染，创作 Q 版京剧
人偶；在非遗市集上，精巧的榫
卯微型戏台模型，总是被孩子们
爱不释手地捧走⋯⋯传承千年的
国粹正以各种形式，浸润更多人
的日常，在代际传承与创新融合
中接续焕新。

这是一簇双向奔赴的文化薪
火。区里及街道的悉心培育，为
这个梨园苗圃提供了沃土与阳
光。从“京剧小唱将”被列为蛟
川街道重点扶持项目，建立定期
培训与排练制度，到获得“镇海
区京剧艺术传承基地”授牌⋯⋯
系统性传承体系正日益完善。当
初培训班里的微弱灯火，终于聚
成照亮一方天空的璀璨星光。

汗水滴落处，童声已入云。
京剧小唱将们或许还未懂得每一
句唱词背后的千年沧桑，但在那
一抬手、一投足、一开腔的专注
与热爱中，他们正深情传递着古
老的文化基因。

小唱将的梨园故事，未完待
续⋯⋯

A 微生物“家底”：守护绿色农业的源头活水

记者：为何说微生物资源
是国家战略资源？对宁波的海
洋资源开发利用有何启示？

张克勤：微生物是取之不
尽的“可再生宝藏”，更是国
家粮食和生物安全的基石。我
们的资源库从全国各地收集保
存 了 15355 株 高 效 杀 虫 微 生
物，以及占全国 90%、占全球
32.5% 的 线 虫 生 防 真 菌 种 类 ；
发 表 线 虫 生 防 微 生 物 新 属 5
个、新种 85 个；获得一批对根
结线虫等土传病原具有高活性
的生防菌株并应用于新产品研
发，这些资源好比农业领域的

“战略储备粮”。
微 生 物 资 源 为 何 如 此 重

要？首先，我们对微生物的认
知程度尚不足 1%，还有 99%的
未知世界有待探索。已发现的

生防微生物资源是国家战略储
备的重要活体材料，必须作为

“ 家 底 ” 代 代 守 护 、 不 断 扩
充。其次，以微生物为“绿色
生产力”，可以破解农业“卡
脖子”难题，例如基于微生物
与线虫的互作机制，研发出的
高效生防产品，使云南玉溪番
茄基地的线虫发病率从 90%降
至 2%，减少 80%的农药用量，
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得以大幅提
升。

宁波的海洋资源在这个领
域极为重要，微生物开发潜力
巨大。例如近海红树林、深海
微生物中蕴藏着稀缺资源，曾
有企业从海洋菌种中分离出高
效产酶的微生物，创造了巨大
价值。加强海洋微生物储备，
将 为 未 来 生 物 经 济 开 辟 新 疆
域。

■微生物资源库是国家的重大战略资源。宁波的海洋
资源在这个领域极为重要，微生物开发潜力巨大

■从田间发现问题，回实验室破解，再到田间验证。
只有经过田间验证的科研成果，才能真正应用于农
业生产，最终服务于乡村振兴

■生物防治是保证绿水青山的重要方面——既保障
“粮袋子”，又守住“健康线”

■企业是未来绿色农业创新主体，当企业能“接得
住”科研成果，当各方在信任基础上共担风险，中
国生物农药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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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勤，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省部
共建云南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植物病
原线虫生物防治领域的奠基者
与领军人物。

近日，第十五届生物农药发展与应用交
流会在宁波召开，聚焦农业绿色转型与公共
健康议题，张克勤院士等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生物防治新路径。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张
克勤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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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子豪

B “顶天立地”：科研必须扎进泥土里

记者：田间调研与实验室
研究如何协同？农业科研推动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张克勤：科 研 既 要 “ 顶
天”，也要“立地”。所谓“立
地”，就是双脚扎进泥土——
在田地里我们要把调研做得更
扎 实 ， 同 时 带 着 问 题 回 实 验
室，继续攻坚。

“顶天”则是用前沿手段
破解难题：带着问题回到实验
室，是科研工作的核心环节。
将在田间地头观察到的现象、
遇到的问题，带回条件可控的

实验室环境，通过揭示其内在
机理，挖掘其科学本质。这种
做法不仅有助于理解问题的本
质，还能为后续的创新技术、
方 法 和 产 品 开 发 提 供 理 论 支
持。

得 到 答 案 后 ， 再 回 到 田
间 地 头 去 解 决 问 题 ， 是 科 研
成 果 落 地 的 关 键 步 骤 。 科 研
成 果 必 须 经 过 田 间 验 证 ， 才
能 确 保 其 在 实 际 生 产 中 的 有
效 性 。 只 有 经 过 田 间 验 证 的
科 研 成 果 ， 才 能 真 正 应 用 于
农业生产，最终服务于乡村振
兴。

C 重构生态平衡：让绿水青山产出“金果实”

记者：如何将生态约束转化
为农业竞争优势？

张克勤：传统粗放农业依赖
密植与化学农药，破坏了生态
平衡。生物防治正是重构平衡
的关键——它能减少污染、提
升品质，让绿水青山产出“金
果实”。

云南的案例就是明证：通过
生物防治技术，玉溪番茄不仅产

量增加，还获“绿色认证”，实现溢
价销售。此外，这项技术为高原药
材、柑橘等特色农产品注入了绿
色基因，助推产业向高端化发展。

新时代农业必须兼顾产量
与健康。密植必然会造成病虫
害，这样会打破旧生态，我们就
用生物防治构建新平衡——既
保障“粮袋子”，又守住“健康
线”，让金山银山在绿水青山中
自然生长。

D 企业创新：生物农药突围的核心引擎

记者：我国生物农药如何
领跑国际？政产学研应如何联
动？

张克勤：企 业 是 创 新 主
体，但需避免同质化竞争。此
次在宁波参观大央科技时深有
感触——他们用 326 项物理诱
捕 专 利 探 索 替 代 农 药 ， 这 种

“研发—市场”无缝衔接的模
式值得推广。

政产学研需构建“黄金三
角”：首先，在政策端，以财
政支持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
和生产成本，激发企业的创新
活力，提高其与国际企业集团
的抗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其
次，在科研端，企业应与科研
院所、高校等机构建立紧密的

合作关系，共同推动生物农药
的科技创新。例如，北京市农
林科学院与中农绿康的合作，
通过建立首都生物农药科技创
新服务联盟，形成了以企业为
主体、以科研院所为支撑、以
市 场 为 导 向 的 创 新 体 系 ； 最
后，企业自身也需要有研发的
能力，避免同质化竞争。未来
生物农药企业将面临激烈的市
场竞争，因此，企业需要在产
品、技术、管理等方面不断创
新，以实现突破。具备较强资
金 实 力 和 良 好 服 务 能 力 的 企
业，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当企业能“接得住”科研
成果，当各方在信任基础上共
担风险，中国生物农药才能真
正走向世界前沿。

夜色如墨，镇海区蛟川街道文化站四楼排练厅内灯火如昼。一
群孩子挺直身板，眼神专注地盯着前方，认真练习着行进间踢腿。

“支撑腿要稳定，腿踢过腰后运用‘寸劲’加速，行进过程
中保持节奏均匀，身体不要晃动……”指导老师杨静萍倚墙而
立，一边指导着孩子们练基本功，一边将止痛片悄悄塞进嘴
里。她腰间的旧疾发作时如针锥刺股般疼痛。

5年前，“杨家班”里，那10多张对京剧一无所知的懵懂面孔，
仿佛就在眼前。如今，这里已成为累计培育300多名“京剧小唱
将”的梨园苗圃。

从街道文化站到省级大舞台，从铿锵有力的童声京韵，到
身韵合一的水袖翻飞……仅去年一年，“京剧小唱将”活动吸引
逾1万人次参与，线上线下传播量突破百万人次。

“京剧这碗‘饭’，端起了就不能轻易放下！”孩子们将杨静
萍的教诲刻在了心里。她的声音如涓涓细流，温柔而有力！

国粹新芽
在童声京韵里拔节生长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胡方斌 方毅瑜 翁天可

61 岁的杨静萍出身于曲艺
之家，她对京剧的热爱，从小就
刻在骨子里，不但曾拜师学艺，
还在宁波许多剧场演出过。但彼
时的她未曾想到，自己的这份热
爱会在退休后开花结果，滋养一
代京剧新苗。

心 弦 ， 于 2018 年 被 触 动 。
在蛟川街道东信路社区的暑托班
上，原本教孩子们唱歌的杨静萍

“无心插柳”地问了一句：“小朋友
们，知道京剧吗？”回应她的是一
片茫然的眼神，只有两个孩子怯生
生地说在学校听过《说唱脸谱》。

那一刻，杨静萍的心仿佛被
什么刺了一下——国粹瑰宝，竟
在下一代的世界里如此遥远模
糊！她当即放下流行歌谱，教起
了 《说唱脸谱》。

当孩子们兴奋地跟唱“蓝脸
的窦尔敦盗御马”，追问“红脸
的关公战长沙”的故事时，杨静
萍看到小朋友眼中闪烁的是好奇

的光芒。
更 大 的 触 动 ， 来 自 舞 台 幕

后。每次演出结束，总有观众尤
其是新镇海人找上门来，操着南
腔北调询问：“杨老师，我的孩
子能跟您学京剧吗⋯⋯”于是，
一个念头在杨静萍心中破土而
出，并愈加坚定——要让国粹在
下一代心中重焕光彩！2020 年
初，她创办了少儿京剧班，开始
打造“京剧小唱将”团队。在团
队最初的 10 多名学员中，有不
少来自当初那个暑托班。

但要让在动漫和游戏世界里
长大的娃娃，端起老祖宗传承千
年的这碗“饭”，谈何容易？

杨静萍至今仍记得：在这群
孩子中，有一片树叶掉落肩头就
被吓哭的“小公主”，有躲在角
落不愿和任何人说话的“小透
明”⋯⋯更棘手的是，孩子们对
京 剧 的 了 解 完 全 是 “ 一 张 白
纸”。“如果我填鸭式灌输专业知

识，恐怕一节课后就逃得一个都
不剩。”她说。

为此，杨静萍选择先讲好戏
文故事，让孩子对角色产生共
情，从而在故事里理解人物，在
模仿中体会韵味——

教 《穆桂英挂帅》 时，先拿
绘本描述巾帼英雄横刀立马的飒
爽英姿；学 《智取威虎山》 前，
绘声绘色道出杨子荣智斗土匪的
传奇故事，让孩子模仿英雄威武
亮相⋯⋯当孩子兴趣的火种被点
燃后，杨静萍再在一句句教唱
中，把转腔、咬字、留气口等专
业技能融入其中。

为了让孩子爱上京剧美学，
杨静萍自掏腰包购置戏服、头面
等精美行头。“光一顶娘娘戴的罗
帽，就花了 1600 元。我又请来专
业老师给他们化妆。”当看到镜中
的自己化身为穆桂英或杨子荣
时，孩子们脸上的兴奋表情，就是
感悟“京剧大美”最直观的体现。

有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
生。在学戏的年华中，小唱将们
绽放着各自的人生芳华。这些收
获，有戏剧般的精彩。

有人收获的，是人生努力的
方向。

3 年前，酷爱唱歌的二年级
湖北男孩王俊弛因为声线优越被
杨静萍看中，妈妈也鼓励他加入
团队。小家伙还以为进了合唱
团，入团后才发现“被骗了”。
对京剧无感的他学戏时“人在心
不在”，一直“摸鱼”，但内心又
渴望走上舞台“骄傲一次”。

终于盼到一次公开演出的选
拔，小王才唱了一句《梨花颂》，就
被杨静萍“轰”了下去。气恼的他
朝杨老师翻了个白眼，结果正好
撞上对方的目光，又被叫回重唱。

带着被“抓包”的恼羞和不

服输的劲头，小王又一次选唱
《梨花颂》。没想到，他这次憋着
一股气的演唱，竟展现了惊人的
潜力，最后成功入选。

小王站在聚光灯下，听着台
下如潮掌声，那份被认可的荣光
和自豪如电流般击中了他。“从
那以后，我彻底爱上了京剧，每
天洗澡时唱，做完作业后也唱，
耳机里循环播放的都是京剧。”
昔日的顽皮少年，如今眼神坚
定，梦想以后考入专业戏剧学
院，把这份意外收获的热爱，变
成一生追逐的事业。

有人收获的，是精益求精的
执着。

11 岁四川女孩杨思琪因为嗓
音豪迈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
风范，成了小唱将里唯一的“女
杨子荣”。小女孩平时喜欢和自己

“较劲”，只为原汁原味唱出戏里
的情感和味道。她在家里经常让
妈妈找出名家选段的视频，一句
句跟着模仿，反复打磨唱腔。

小杨一直记得那个下雨的傍
晚，她在楼下练习刚学的 《三家
店》 选段，恰好遇到同住一个小
区的杨静萍。在杨老师的提议
下，两人来到地下室练唱。昏黄
的灯光下，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边走边唱。女孩略带稚嫩却努力
模仿苍劲有力的唱腔，在水泥墙
壁间回荡⋯⋯

还有人收获的，是破茧成蝶
的成长。

曾经被树叶落肩吓哭的“小
公主”，如今变得懂事大方，面
对老师的批评指正，不再又哭又
闹，更不会给父母和团里小伙伴
甩脸色、耍脾气。

曾 经 抱 着 玩 具 一 声 不 吭 的
“小透明”，如今在团队的女生中
不但唱功名列前茅，人也变得自
信开朗。“孩子 9 月份要上初中
了，我们考虑学业压力大，想劝
她放弃京剧，但她说要坚持唱下
去。”女孩母亲说。

从懵懂茫然的小白，到深爱
国粹的梨园新芽，京剧于小唱将
们而言，其意义已不囿于传承。
它深深地渗入了孩子们的日常生
活，如一把神奇的刻刀，悄然重
塑着他们的性格和成长轨迹，成
为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

（三）

（一）

张克勤张克勤 （（中中）） 在田间工作在田间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登台演出的王俊弛 （穿白衣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