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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农村安全饮水资产购置提升项目网络竞价交易公告
������我单位委托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商水县
农村安全饮水资产购置提升项目采用网络竞价方式

进行公开交易， 有意竞价者请登录周口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查询相关事宜。

1.标的情况：商水县巴村镇等 19 个乡镇的 19 座
水厂管网及机械设备的产权及特许经营权； 标的位
于商水县巴村镇等 19 个乡镇。

2.挂牌公告期：2024 年 6 月 20 日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 17 时。

3 .标的展示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标的物所
在地 ，有意竞价者自行对欲竞价标的进行实地
勘查 。

4.标的竞价时间：2024 年 6 月 27 日 10 时。
5.具体要求：详见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网络竞价公告。
6.周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 ：http://jyzx.

zhoukou.gov.cn/。
标的展示联系电话：0394-5602612
联系人：姚先生

商水县水利局

2024 年 6 月 20 日

□记者 张洪涛 文 / 图

“我家住河南太康县，住城北二十五里杨庙集，自幼
起名叫个王金豆……”李艳灵吃过晚饭，稍作打扮，伴随
着坠胡、二胡、呐子等乐器的节奏，唱起太康道情传统剧
目《王金豆借粮》中的经典选段。

今年是李艳灵在抖音平台直播太康道情的第 6 个年
头，在这里，她让天南地北的人感受到了太康道情的独特
魅力。

太康道情源于道教的经文说唱（道教乐歌），已有五
百多年的历史。 太康道情以唱功为主，以声腔塑造人物，
唱艺新颖，唱腔欢快流畅，唱词通俗易懂。 在豫东南、皖西
北一带曾流传着“少锄二亩地，也要听听道情戏”“宁可面
发酸，也要看看太康道情班”的谚语。 2006年，太康道情被
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 58 岁的李艳灵是太康道情的第六代传承人、道
情剧团的骨干演员。 在一次到北京演出的过程中，李艳灵
从一位媒体人的口中了解到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

演出。 回到太康后，李艳灵买来直播用的支架、声卡等器
材，在家中尝试着直播。

“刚开始直播时，我只知道对着手机屏幕唱，也不会
和粉丝互动，更没啥直播技巧，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粉丝
在我的直播间听戏……”李艳灵说，通过直播，她收获了
在舞台演出时找不到的快乐。

疫情期间不能外出演出，李艳灵也没有闲着，她在家
中直播的频率更高了。 “根据粉丝要求唱大家喜欢听的选
段，向大家介绍太康道情戏的历史、特点，讲自己的演出
经历……”很快，李艳灵的粉丝数量逐渐增加，从当初的
几百人到现在的 15 万人。

李艳灵在抖音平台直播的消息不胫而走， 其他道情
演员也纷纷效仿，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

“我们要开设道情的官方抖音账号，让百年道情拥抱

网络平台……” 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张天
印说，道情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多剧目荣获国家、省、市戏剧多项大奖。 其中，《富裕之
后》荣获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婚姻驿站》荣获全国第
十届艺术节“群星奖”，新编道情廉政戏《王钝》荣获“河南
文华大奖”。

张天印说，他 13 岁开始学戏、唱戏，之后进入太康道
情剧团，从一般演员到剧团团长，一生都在与太康道情打
交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他意识到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为
太康道情发展寻找到更加宽阔的道路。

于是，他们在抖音上注册了“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
承中心”的官方账号，在上面发布道情经典剧目的精彩选
段，以及剧团演出的动态消息，吸引了不少粉丝的关注。

面对观众群体的多样化， 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
中心鼓励演员利用抖音平台直播道情戏，如今已经有 10
多位道情演员开设了自己的抖音直播账号， 其中一个账
号的粉丝量达 30 多万人。

“通过抖音直播，我们收获了很多，不仅道情戏传播
的范围更广了， 也发现了一些在直播中成长起来的新演
员。与此同时，不少粉丝留下联系方式，请我们去演出，演
出的市场也‘火’了起来……”张天印介绍。

通过抖音直播，太康道情找到了发展的“流量密码”，
“抖”出了新天地。 “通过抖音直播，我们扩大了太康道情
的影响力，很多年轻人找到我们，表示要参加培训，学唱
道情戏……”张天印说，下一步，他们准备让更多演员加
入抖音直播团队，让太康道情通过网络走进千家万户，也
让更多人感受到太康道情独特的艺术魅力。 ②22

五百年道情“抖”出新天地
□记者 姬慧洋 通讯员 罗阳阳 文 / 图

本报讯 小广场旁木地板年久损坏需维

修，已整体高标准维修；电动车充电桩不足，现
已增加充电桩……6 月 19 日， 记者从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创文”办获悉，目前该区“入户
大走访”“三个一”（即开展一次宣传活动、走访
一遍辖区居民、解决一批突出问题）活动正如
火如荼开展，旨在立足群众所需，用“看得见、
摸得着”的变化回应群众的关切和期盼。

“别的社区开办了老年大学？ 我们社区能
不能也开办一个？ ”

“学生放学时，交通拥挤不利于出行，能不
能改变？ ”

“能不能办一个卫生、实惠的便民食堂？ ”
……
用眼睛去看群众的现状，用耳朵去听群众

的诉求，辖区基层的件件“小事”，连着初心，系
着民心。 在走访过程中，示范区工作人员了解
到群众有不少急难愁盼的问题亟待解决，快速
响应、科学研判、主动作为，及时帮助群众解决
问题。目前，碧桂园社区已开办社区食堂，解决
老年人就餐问题；针对放学时桂江路交通拥挤
的情况，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已协调各方，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桂园路小学西门，缓解
交通压力。

“以前附近学校放学时，路上接送学生的
车乱停乱放，影响交通，并且也不安全。现在放
学时，学校开放西门，路不堵了，我们心情也舒
畅了。 ‘创文’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改
变。”家住碧桂园社区的张女士，提起来“创文”
带来的变化赞不绝口。

“我们开展‘入户大走访’活动的初衷就是
为了深入了解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实际需求，以
群众满意为尺度，聚焦群众关心的‘为难事’，
化解群众担心的‘烦心事’，不断提高群众幸福
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扩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示范区“创文”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示范区将继续开展各项活
动，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创文”为生活带来的变
化，共享“创文”成果。 ②22

开展一次宣传活动 走访一遍辖区居民 解决一批突出问题

示范区回应群众关切“看得见摸得着”

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宣传彩页。

李艳灵在直播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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