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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
亞明 貴陽報道）貴州省十
二屆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第
三次全體會議，昨日選舉
陳敏爾為貴州省第十二屆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主任，孫志剛為貴州省省
長。
據公開資料顯示，孫志

剛2015年10月起，任貴州
省委副書記、省政府黨組書記、代省長；2016年
1月30日，當選貴州省省長。孫志剛為十二屆全
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十一屆
貴州省委委員。

孫志剛任貴州省長

■孫志剛
本報貴州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
寧 廣州報道）廣東省十二
屆人大四次會議昨日閉幕。
在此次會議剛剛組織的選舉
中，張廣寧、劉悅倫、羅娟
當選為廣東省第十二屆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
任；龔稼立當選為廣東省高
級人民法院院長。
此前，張廣寧剛卸任鞍鋼集團公司董事長、黨
委書記；劉悅倫是佛山市委書記；羅娟是廣東省
政府副秘書長、省海防與打私辦主任；龔稼立曾
任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正局級）。

龔稼立任粵高院院長

■龔稼立 中新社

借港經驗 深應加快行政審批
倡流程引入專業中介 方便企業和投資人

全國政協委員、深圳祥祺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紅天
指出，在港澳地區以及國外經濟發達國家，企業與

企業或者企業與銀行之間的所有權和債權轉移，在律師
樓或有法律效力的公證機關，經所有人雙方簽字即可完
成；而在內地有產權登記機構負責產權管理，產權登記
中心要求原所有人需要歸還銀行或其他貸款才能過戶，
有時企業只能去求助成本高昂的「過橋資金」償還債
務，導致了雙方交易成本大幅提高。他建議，作為改革
開放排頭兵的深圳，應率先推行國際慣用作法，為企業
和投資人提供方便。

培育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
深圳市政協常委、深圳金信安水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長李中指出，香港政府管理市場主要通過與各種專業中
介機構互動進行，而內地行政審批與技術審查沒有分
離。例如：本應由中介機構承擔的建築方案、施工圖設
計等專業、技術審核當作審批事項，降低了行政審批效
果。其實行政機關只需根據專業中介機構的審核結果，
簽發格式化的審批意見即可。
他建議深圳培育發展行業協會類、科技類、公益類、
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提升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轉移

職能的能力。

洪為民：小型項目可先試水
深圳市政協委員、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

為民也表示，內地已經有註冊會計師驗資的先例，深圳
可以考慮在一些影響較小的項目方面，如小型工程、驗
車等政府職能試水首先轉交給專業人士。

他認為，香港政府建構了高效透明的規管制度，除了
關係到公眾安全以及金融穩定的部分行業外，一般的商
業經營，政府不需要作任何審批，同時香港還有完善的
法治，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簡言之就是重監管，輕審
批，重法規，少流程，值得深圳參考。他還建議深圳效
仿香港的申訴專員公署機制，讓民眾可就政府的行政失
當作為作出申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

圳市政協六屆二次會議昨日就「深化行政審批

制度改革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舉行專題議政

會，多名港澳委員參與。他們紛紛提倡政府借

鑒香港經驗，健全法制之外，將諸如企業債權

轉移、驗車、工程驗收等交由專業中介機構或

行業協會處理，以加快相關審批流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有大量
港人居住，港籍學童就學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深圳「兩
會」期間，多名政協委員提交提案建議讓在深港澳學童
入讀深圳公辦學校。
據了解，港澳學童一直不屬於深圳市義務教育免費對
象範圍，但此前有不少公辦學校都會招收部分港生，
2012年官方明確港籍學童只能在民辦學校就讀。不少家
庭表示，內地入讀公立學校「無門」，赴港求學又面臨

多個嚴苛條件，港生求學兩難。由陳昳茹、潘爭艷、張
和平、王文濤等9名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建議，讓港
澳學童納入公辦學校教育體系。

積分入學 就近讀書
陳昳茹等政協委員認為，生活在深圳的香港、澳門籍

兒童，成年後大部分應該還是工作生活於這三地，當中
雙非兒童面臨最大困境一方面不能融入香港、澳門，又

難恢復內地身份，得不到三地社會的身份認同。
他們建議，將港澳籍適齡兒童、少年納入積分制入學

對象範圍，參照在深圳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就讀並取得
學籍的市外廣東省戶籍學生和省外內地戶籍學生的積分
類型，讓孩子在離家盡可能近的地方讀書。
他們還建議，組織相關的研究課題，對這一群體進行
關於社會認同、身份認同、社會融入和心理發展的追蹤
研究，以便將來提供數據給深港澳三地政府社會管理合
作的決策依據。
此外，政協委員郭毅波則建議，在現有文錦渡、皇崗、
沙頭角口岸施行跨境學童免下車查驗模式基礎上，盡快將
模式推廣到深圳各口岸，讓學童可在深圳市內就近上車。

委員籲深圳港籍童入讀公校

■■深圳市政協六屆二次會議就深圳市政協六屆二次會議就「「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加快政府
職能轉變職能轉變」」舉行專題議政會舉行專題議政會。。 記者李望賢記者李望賢攝攝

周忠軒任遼寧人大副主任

■周忠軒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于
珈琳及中新社報道）遼寧
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
第六次會議昨日閉幕。大
會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
補選周忠軒為遼寧省人大
常委會副主任，譚作鈞為
遼寧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公開資料顯示，周忠軒

出生於1955年，遼寧建昌
人，中國科學院理學博士。2001年起歷任遼寧省
朝陽市市長、朝陽市市委書記；2004年開始任撫
順市市委書記；2008年起先後擔任遼寧省委常
委、秘書長，遼寧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
等職務；2016年1月26日，遼寧省第十二屆人民
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舉行第一次全體大會，因已
到黨政領導幹部任職年齡界限，會議決定接受周
忠軒的辭職請求。

港
委
員
:

談起川劇的未來，楊開從感到十分憂慮：若
他走了，誰來接棒呢？
自貢是當年川劇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其中尤

以富順最繁榮，曾2小時便可組織一台節目，
被譽為「川劇窩子」。如今，官方的劇團關
了，只有民間劇團在苦苦支撐。
「年老的觀眾越來越少，年輕人又不願

看、不願學，川劇傳承面臨着斷層。」楊開
從說，花光積蓄不可怕，怕的是無償付出卻
沒人領情。
40多歲的青年演員曾雲香，原是四川瀘縣川

劇團的演員，此次應邀前來助演。雖然離開了
川劇團，但她還是「好這口」，不為掙錢只為
過癮。

盼「振興戲曲」政策盡速落地
2015年7月，國務院出台《關於支持戲曲傳
承發展的若干政策》，吹響了振興地方戲曲的
號角，也是民族文化復興的前奏。
「楊開從對川劇的堅守，彌補了地方政府的

不足。」富順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何安平說，該
縣採取以獎代補的方式，每年安排資金10萬
元，扶持包括川劇協會在內的 12個文化團
體。富順縣文聯主席繆建飛補充道，該縣還
通過政府採購文化演出服務、向上級爭取補
助等方式，幫扶民間文化團體。楊開從所在
的川劇協會印花莊川劇團，去年便獲得各項補
貼3萬餘元。
「這些年，當地政府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

仍存在政策缺乏系統性，扶持資金杯水車薪等
問題。」何安平說，希望扶助政策的配套措施
盡快落地，搶救性保護川劇等傳統文化。

「看到真實的川劇演出，感覺更加過癮！」日前在四

川自貢富順縣社會福利院內，73歲老人古模蓉一邊看川

劇一邊張嘴跟着哼唱。儘管天氣還是春寒料峭，台下40

多位老人身着棉襖大衣，目不轉睛地盯着台上的精彩表

演，臉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富順縣社會福利院黨支部

書記鍾建恩說，這是川劇協會印花莊川劇團第二次來福

利院演出，他們為老人獻上了一頓豐盛的文化大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冬、李兵四川自貢報道

憂慮身後事「誰來接棒？」

自
辦老戲癡耗盡積蓄老戲癡耗盡積蓄

團
川

看看着老人們十分歡喜着老人們十分歡喜，，站在人群最後面的老楊站在人群最後面的老楊，，不時不時
露出會心的微笑露出會心的微笑。「。「這些老人無兒無女這些老人無兒無女，，非常孤非常孤

獨獨，，我非常同情他們我非常同情他們。」。」老楊說老楊說，，希望能給他們送去些希望能給他們送去些
許歡笑和慰藉許歡笑和慰藉。。
老楊名叫楊開從老楊名叫楊開從，，已是已是7272歲了歲了，，是這場是這場「「送溫暖送溫暖」」活動活動
的主角的主角。。他身材魁梧他身材魁梧，，走路走路「「一陣風一陣風」，」，雖已是兩鬢斑白雖已是兩鬢斑白，，
卻仍堅持用這種行事風格卻仍堅持用這種行事風格，，推動着川劇的傳承和延續推動着川劇的傳承和延續。。

癡迷川劇癡迷川劇 1010歲看戲歲看戲
楊開從出生於富順縣廖壩鎮農村楊開從出生於富順縣廖壩鎮農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
農民農民。。1010多歲時多歲時，，他便輟學外出四川內江打工他便輟學外出四川內江打工，，跟着親跟着親
戚一起收破爛戚一起收破爛。「。「白天下鄉收廢品白天下鄉收廢品，，傍晚集中運回城裡傍晚集中運回城裡
銷售銷售，，直到直到19821982年才回富順縣城辦起自己的廢品收購年才回富順縣城辦起自己的廢品收購
店店。」。」楊開從的妻子李素芳說楊開從的妻子李素芳說，，數十年風裡來雨裡去數十年風裡來雨裡去，，
家裡終於積蓄家裡終於積蓄2020餘萬元餘萬元。。
「「只要鑼鼓一響只要鑼鼓一響，，心裡便發癢心裡便發癢。」。」楊開從說楊開從說，，他從小就喜他從小就喜
歡川劇歡川劇。。記得記得1010歲那年歲那年，，聽說鎮上有川劇團來演出聽說鎮上有川劇團來演出，，他便他便
邀約幾個小夥伴徒步數公里來到鎮上邀約幾個小夥伴徒步數公里來到鎮上。。沒有錢沒有錢、、沒有票沒有票，，他他
們便分散跟在大人的後面們便分散跟在大人的後面，「，「混混」」進劇場進劇場。。那場戲那場戲「「青蛇吐青蛇吐
火火」」的精彩片段的精彩片段，，至今仍讓他津津樂道至今仍讓他津津樂道。。

影視興起影視興起 川劇被邊緣化川劇被邊緣化
「「只要聽說哪裡演川劇只要聽說哪裡演川劇，，不管多遠不管多遠、、多忙多忙，，他都要跑去他都要跑去
看看。」。」李素芳說李素芳說，，年輕時年輕時，，她曾隨着丈夫跑遍了富順縣的她曾隨着丈夫跑遍了富順縣的
各個鄉鎮各個鄉鎮。。楊開從對川劇的喜愛楊開從對川劇的喜愛，，也感染了他的兒女也感染了他的兒女。。二二
女兒楊梅說女兒楊梅說，，44、、55歲時歲時，，父親便帶着她到處看戲父親便帶着她到處看戲。。
隨着電影隨着電影、、電視的興起電視的興起，，川劇逐漸被邊緣化川劇逐漸被邊緣化，，國辦和國辦和
民間的劇團紛紛倒閉民間的劇團紛紛倒閉。。後來後來，，只有一種只有一種33、、44人組成的民人組成的民
間間「「打玩意兒打玩意兒」」赴各地演出赴各地演出，，楊開從與這些民間藝人結楊開從與這些民間藝人結
緣緣，，沒少接濟他們沒少接濟他們。。在川劇圈子裡在川劇圈子裡，，楊開從小有名氣楊開從小有名氣，，
於是一些藝人和戲迷建議於是一些藝人和戲迷建議，，讓老楊辦一個川劇團讓老楊辦一個川劇團。。沒想沒想
到到，，老楊卻應了大家的心願老楊卻應了大家的心願。。
富順縣川劇協會印花莊川劇團的演出場地富順縣川劇協會印花莊川劇團的演出場地，，其實就是其實就是
一個普普通通的三合院一個普普通通的三合院，，正面是一個偌大的舞台正面是一個偌大的舞台，，台下台下

擺放着椅子和茶几擺放着椅子和茶几，，四面牆壁掛滿錦旗四面牆壁掛滿錦旗。。

廢物場變劇場廢物場變劇場 一度虧損停辦一度虧損停辦
楊開從介紹楊開從介紹，，這個劇場原是他租來堆放廢品的這個劇場原是他租來堆放廢品的，，後後

來來，，他花了他花了99萬餘元改成劇場萬餘元改成劇場。。20102010年年33月月33日日，，楊楊
開從的印花莊川劇團正式成立開演開從的印花莊川劇團正式成立開演，，當天邀請了當天邀請了1010
多位川渝兩地的名家登台多位川渝兩地的名家登台。。
8080歲的曾雲芳說歲的曾雲芳說，，每場每場55元一張的門票元一張的門票，，幾乎場場幾乎場場

爆滿爆滿。。楊開從介紹楊開從介紹，，首場演出觀眾來了首場演出觀眾來了200200多人多人，，收收
入入11,,300300多元多元，，但卻沒有盈利但卻沒有盈利。。演出場次越多虧損越演出場次越多虧損越
多多，，從從20102010年至年至20122012年的年的33年間年間，，楊開從花光了家楊開從花光了家
裡的裡的2020萬元積蓄萬元積蓄，，後來不得不減少演出場次後來不得不減少演出場次，，甚至甚至
一度停辦一度停辦。。在最困難的時期在最困難的時期，，李素芳還將兩人每月李素芳還將兩人每月
22,,000000餘元的養老金拿出來餘元的養老金拿出來，，應付演員的生活開支應付演員的生活開支。。同同
時時，，李素芳和二女兒李素芳和二女兒，，還當起收票員還當起收票員、、炊事員炊事員、、清潔清潔
工工，，數年分文未取數年分文未取。。
楊開從花光積蓄辦川劇團楊開從花光積蓄辦川劇團，，剛開始家人極力反對剛開始家人極力反對，，兒兒

子認為父親那麼辛苦賺錢子認為父親那麼辛苦賺錢，，應好好安享晚年應好好安享晚年。。後來後來，，看看
着楊開從那麼執着着楊開從那麼執着，，家人的態度才逐漸轉變家人的態度才逐漸轉變。。
「「川劇是四川傳統文化的魂川劇是四川傳統文化的魂，，需要把根留住需要把根留住。」。」楊開楊開

從說從說，，文脈一旦斷了文脈一旦斷了，，再恢復十分困難再恢復十分困難，，不利於歷史文不利於歷史文
化的傳承化的傳承。。

劇

留住傳統之根留住傳統之根 為孤寡送歡笑為孤寡送歡笑
■■楊開從自組川劇團楊開從自組川劇團，，雖然花雖然花
光積蓄光積蓄，，仍堅持保留川劇的文仍堅持保留川劇的文
化根魂化根魂。。圖為他的劇團演員正圖為他的劇團演員正
在表演在表演。。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戲友表達感恩，贈送楊開從錦
旗。 記者李兵攝

■■在春寒的日子裡在春寒的日子裡，，楊開從為社會福楊開從為社會福
利院孤寡老人送暖戲利院孤寡老人送暖戲。。 本報四川傳真本報四川傳真

■楊開從（右）接受採訪時表示，10歲
已喜歡看戲。為了看川劇，他跑遍不少
縣鄉。 本報四川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