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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净旖
“黄河奔腾水无限，神州大地

红旗展。胜利召开二十大，总书
记掌舵领航船……”近日，快板
《领航新时代 聚力谱新篇》由郾
城区文联推出，拍摄制作成视频
后在“漯河网信”“精彩郾城”微
信平台播放并在漯河手机报同步
发布，受到众多网友的关注和好
评。11月 17日，记者进行了采
访。

快板《领航新时代 聚力谱新
篇》 由开源集团员工张盼盼创
作，从初稿到播出仅用半个月时
间。张盼盼告诉记者，创作前
期，她在郾城区文联主席张凤华
指导下，充分挖掘党史，把党的
各项政策编成朗朗上口的快板
词，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
式，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声”入
人心。

“这个快板内容很接地气
儿，快板词朗朗上口，老百姓听
得懂，也爱听。这几年老百姓的
生活是越来越幸福了。”在某视

频号的留言栏中，有网友这样评
价。

今年18岁的牛嘉启是清河相
声社的演员，也是这部曲艺作品
的演唱者。他告诉记者，接到这
部作品后，他和他的团队经多次
探索，找到了最合适的表现形
式，以明快的节奏，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以快板的形式“飞入寻常
百姓家”。

“曲艺是文艺战线的轻骑兵，
具有短、平、快的特点。目前，
漯河曲艺创作基础薄弱，我进行
曲艺创作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也能让更多群众熟悉曲艺这
门艺术。”张盼盼深有感触地告诉
记者，她学习曲艺以来，得到了
我市曲艺界众多老师、朋友的指
点和帮助，“作为一名曲艺爱好
者，虽然能力有限，但我会立足
曲艺，以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鞭
策自己，创作更多优秀作品，用
曲艺讲好漯河故事、传播漯河声
音，促进漯河曲艺事业的发展。”
张盼盼说。

快板声声响 传唱二十大

■魏增瑞
临颍县王岗镇有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自然村叫稻地村，由于村
子较小，和临近的猫眼村合并为
一个行政村。两个自然村总共才
有4个村民组、几百口人，但稻地
村这个村名，却记录了临颍县一
段稻米飘香的农耕史。

河南中部很早就开始种稻。
公开资料显示，舞阳贾湖遗址发
现了黄淮平原迄今最早的稻作遗
存，表明9000多年前这里已开始
人工栽培稻子并形成规模。

种稻的关键是水。据《战国
策·东周策》 记载：“东周欲为
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东
周国、西周国是战国时期的两个小
国，其地域大概在如今的洛阳市和
巩义市一带。西周国在上游，不放
水东周国就无法种稻，可见水源
对水稻种植是多么重要。这段文
字也证明了春秋战国时期河南中
西部地区种稻的史实。

稻地村处于新沟河（民国《重
修临颍县志》记载为“艾城河”）
与清潩河（旧为“石梁河”）交汇
处，水资源极为丰富。三国时期曹
操在许下屯田，在临颍开挖了枣祗
河和艾城河，利用颍河和潩水的水
资源屯田、漕运，形成完备的水利
系统，对临颍东北部地区农业生产
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重修临颍
县志》 记载：“艾城河即潩水”，

“曹魏时屯田，邓艾所引也”，潩
水“源出密县大隗山，流经许为
潩……此水最宜稻”。也就是说，
从曹操许下屯田以后，潩水中下
游地区百姓利用曾经的水利资源
种稻是因地制宜地选择，而稻地

村可能因很早以前就有先民在此
处种稻而得名。

另据《元史·刘天孚传》记
载，刘天孚做许州知州时曾处理
过一个案件：“临颍邓艾口民稻田
三百顷，有欲害之者，指为古
屯……中书下天孚按实，天孚为
辨其非，章数上，乃止。”“邓艾
口”在如今的临颍县王岗镇新沟
河与小洪河交汇处，据传是三国
时期曹魏名将邓艾去临颍、项城
等地督察屯田停船之处，位置在
稻地村北部新沟河下游河段。刘
天孚处理案件的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三百顷稻田不是一个小
数目，而是大面积的规模种植。
这段文字说明在元代，潩水两岸
稻子种植应该十分普遍。

水牛是我国南方水稻产区重要
的帮耕家畜之一，适用于水田耕
作。而稻地村西南邻近的村子就叫
水牛宋，传说是“金牛星”下凡的
地方，其实是因以前宋氏家族养了
许多水牛而得名。这也是这一区域
古代水稻种植的佐证。

由于明代以前的《临颍县志》
佚失，民国《重修临颍县志》中农
作物已经没有关于稻子的记载。而
明嘉靖版《襄城县志》、清乾隆版
《许州志》都把稻子列为本地区谷
物之首。其中，明嘉靖版《鄢陵县
志》还有“稻不秧种，红涩欠佳
（种稻子不育秧直接播种，色红味
涩欠佳）”的具体记载，说明明末
清初临颍周边县区还在种稻子，由
此可以推断临颍在清代中期以后稻
子种植才逐渐消失。至于消失的原
因，恐怕是人口增多、气候变化、
水资源短缺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稻地村——
稻米飘香的历史记忆

■本报记者 尹晓玉
11 月 12 日，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颁奖典礼在福建厦门举行，豫剧
电影 《谷文昌的故事》 荣获最佳戏曲
片提名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让影
片背后默默耕耘的每一位创作者都备

受社会关注。这部
影片的出品人徐梅
霞是漯河人，曾受邀
演唱过 《漯河美》
《双汇之歌》《情满沙
澧》等礼赞漯河的歌
曲。

2006 年，徐梅
霞创办了漯河市隆森
百田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在利用商业演出
保障公司正常运行的
同时，她把大量时间
和精力用在了高质量
的文艺创作和公益演
出上。她组织公司演
出团队走进社区、乡
村、部队、学校开展
公益演出，累计百余
场。2015 年，徐梅
霞将公司搬迁至郑
州，开始影视创作。
她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博士还乡》是一部
爱国主义教育片，这
部影片经市委宣传部
推荐，荣获河南省第
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
作品奖。

谈及 《谷文昌
的故事》 的创作历
程，徐梅霞如数家
珍。

“谷文昌是河南
林州人，1944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是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之一。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任职期间，
他带领东山县人民苦干14年，种植木麻
黄，治理风沙，把荒岛变成了宝岛，在东
山县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丰碑。”
徐梅霞说，谷文昌的事迹让她非常感动。

2017年，她决定将谷文昌的事迹拍摄成
豫剧电影。经过几年的筹备后，2020
年，徐梅霞带领团队来到东山县拍摄电
影。为何选择到福建拍摄？徐梅霞说，
谷文昌虽然是河南林县人，但他的很多
故事都发生在福建东山县。受气候等条
件限制，很难将那边的场景复制到河
南。为了真实还原一些场景，拍摄出高
质量的片子，她变卖房产、四处借钱，
投入了大量资金。“在福建拍摄期间，
我们的演员和摄制团队克服了语言不
通、水土不服、台风袭扰等困难，靠着
不服输的顽强毅力、凭着对弘扬豫剧文
化的执着追求坚持拍摄。”徐梅霞回忆
道。

怀揣梦想的人，总是充满力量。在
众人的共同努力下，《谷文昌的故事》
如期完成拍摄，于今年 5 月在全国上
映。

《谷文昌的故事》 主创团队阵容强
大：由徐大良担任总制片人，由国家一级
编剧张芳创作剧本，国家一级导演马会雷
执导，国家一级作曲赵国安作曲，国家一
级美术师常伟担任美术指导，马东延、冯

玉萍、汪荃珍、刘艳丽、卢玉琴、杨帅
学、刘昌东、徐梅兰、孙花蕊等国家一
级演员倾情出演。徐梅霞告诉记者，该
影片以谷文昌的真实事迹为蓝本，以豫
剧为表现形式，以歌颂谷文昌的高尚品
格为主题，讲述了谷文昌带领东山县人
民治沙造林、让“荒岛”变“宝岛”、用
实际行动赢得百姓爱戴和敬仰的感人故
事。

“拍电影难，拍豫剧电影更是难上加
难。但因为热爱，我一直把弘扬豫剧文
化、传递正能量当成自己的责任。”徐梅
霞说，《谷文昌的故事》斩获中国电影金
鸡奖提名奖意义重大，不仅让大家看到
了电影事业百花齐放、蓬勃发展，更在
满足大众审美的同时，讴歌真正的偶
像、树立文化丰碑，让更多的人感受谷
文昌精神的鼓舞，获得强大精神力量。

“未来，出品方及主创团队将坚守初心，
推出更多讴歌时代楷模的影片，讲好中
国故事。也希望通过大银幕让更多观众
了解豫剧、爱上传统艺术，共同为传
承、弘扬豫剧文化作出贡献。”徐梅霞
说。

徐梅霞：弘扬豫剧文化 讴歌时代楷模

■本报记者 杨 旭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邓襄镇寨门村是

郾城八景之一“邓湖莲歌”所在地。近两
年来，寨门村大力整治邓湖及周边环境，
以邓湖为名片发展乡村旅游业，带动村民
增收。

日前，记者驾车来到寨门村。进村没
多久，波光粼粼的湖水与树林、田野构成
的一幅美丽乡村画卷便映入眼帘。

据 《郾城县志》 记载，春秋时期，
邓侯封王邓襄，筑寨而居，名曰邓襄
寨。寨的东北隅有一天然湖泊，称为邓
湖。湖中有一高台，台上有一座精美建
筑，是邓侯游玩之所。湖内云影波光，
荷花摇曳。每逢盛夏，满湖的荷花被风
一吹，互相碰撞，发出响声，如金钟玉
佩，悦耳动听，“邓湖莲歌”便由此而
来。清代诗人杨祥元有诗赞曰：“石乱云
深不记年，谁将精舍建台巅。邓侯歌舞
无从问，湖内香分茂叔莲。”（茂叔是北
宋文学家、哲学家周敦颐的字，他写的
散文《爱莲说》千古传颂，以至后人称
高雅的莲花为茂叔莲。）清朝举人谢槟的
《八景新题》之《邓湖莲歌》：“寺外行云
接水光，风前荷芰舞新妆。昔时游赏知
多少，台沼于今属梵王。”清代诗人张廷

平也在《邓湖》中写道：“邓侯游息处，
变作佛台深。歌吹繁华绩，清凉钟梵
音。荷香幽细细，湖水碧沉沉。谩道沧
桑事，悠然今古心。”这是历代诗人对邓
湖的赞美。

眼前的美景让人很难想象，两年前的
邓湖还一片荒凉。“当时湖面满是垃圾，
我们根本不想靠近。”村民李花月说。曾
经，邓湖失去昔日风采，成为众多文人笔
下一道久远的风景。这不仅是寨门村的损
失，也是村民心中的痛。

2020年，寨门村新一届“两委”班
子成立，经过考察、分析和研究，决定
因地制宜，依托自然和文化资源，打造
荷香古寨。2021年年初，村“两委”干
部筹资80余万元，用于整治邓湖及周边
环境。

“邓湖的面积很大，有120亩，已经
荒废很多年，整治起来并不容易。”村党
支部书记谢宜乐说。据了解，邓湖及周边
环境整治耗时近1年，共清理垃圾200余
吨，拆除私搭乱建约3000平方米。湖内
还重新栽种了大量荷花，以重现“邓湖莲
歌”盛景。由于邓湖周围都是土路，大型
机械设备很难进入，不少工作都由村民动
手完成。可以说，邓湖重现昔日美景，是

寨门村全体村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今年上半年，寨门村又对邓湖周边进

行了整治，新建广场、游园各一处，新增
绿化面积1500平方米。记者采访时，驻
村第一书记郭建华展示了夏日邓湖荷花盛
开的照片，让人想起“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眼下正是初冬
时节，荷叶已经枯萎，但碧波荡漾的湖水
与白墙灰瓦的民居相映成趣，颇有几分江

南水乡的韵味。
“每到周末，就有不少城里人来这里

游玩，沿着环邓湖观光路走一圈，别提心
情多舒畅了。”村民张全友说。

接下来，寨门村将继续依托“邓湖
莲歌”这一文化底蕴，结合“五星”支
部创建工作，持续改善邓湖周边人居环
境，通过建设邓湖采摘园、邓湖农家乐
等，打造荷香古寨乡村旅游综合体。

邓湖有故事 莲歌今重唱

■余 飞
自靳凤枝始，漯河的戏剧舞台上开始

有了女演员。
在此之前，漯河的几个戏班里也有女

性，但大都是班子里主要演员的家眷。她
们要么未成年，跟着父母在班子里长大，
要么是在班子里干一些洗洗涮涮的活儿混
口饭吃，登台唱戏或唱成主演、让观众记
住的却没有。

我没有看过靳凤枝先生的戏，所知也
只是听几个老艺人所说。

靳凤枝 （1911 年~1970 年），女，
乳名小双，艺名牡丹，原籍河南扶沟县
城关镇。她7岁随父亲到周口吴家京戏
班学唱京剧，1932年到开封，拜豫剧祥
符调名旦马双枝为师并改唱梆子。后
来，她又先后到尉氏、通许、郑州等地

搭班演戏。
1934 年，靳凤枝先生应漯河共和

班 （五班戏） 之邀，举家来漯河，成
为漯河自从有戏班后的第一个女演
员。

在靳凤枝来漯河之前，漯河的几个
戏班也与全国其他剧种 （包括京剧）
的戏班一样没有女演员登台，剧中旦
角亦如京剧中的“四大名旦”一样均
为男性反串。如名震沙河两岸的贾
振、“大白鹅”霍明、“王四少”王仲
华等皆为男性。这些男旦虽然都在豫
剧沙河调的发展过程中以各自的拿手
好戏红遍沙河流域，并为后人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观众知道他
们都是男性。

靳凤枝在漯河的戏台上出现，在这个

水旱码头引起不小的轰动，观众趋之若
鹜。她美丽的扮相、细腻的表演及纯正的

“祥符调”唱腔，融入以粗犷、豪放为特
色的沙河调，不但为漯河的戏台增添了一
抹亮丽的色彩，更让看惯了满台大老爷们
的漯河观众耳目一新。

因此，靳凤枝先生自到漯河始便备受
欢迎，成为“五班戏”中当仁不让的领衔
主演。

靳凤枝先生的演艺生涯自京剧始，自
幼接受京剧特有的基本功训练。和她同时
代、当时已名满天下的陈素真先生受梅兰
芳、程砚秋等大家指点，把京剧的表演程
式融入表演中，从而形成自己的演唱特色
而开宗立派，成为公认的“梆子大王”。
而靳凤枝先生从小就在京剧戏班学戏，虽
然后来改唱豫剧，却是拜在当时与陈素真

先生齐名的祥符调名家马双枝门下，因
此，京剧的基因和豫剧自然地结合在一
起，让她的演唱风格在当时的豫剧界独树
一帜。

靳凤枝先生一生主工旦角、兼唱须
生。她嗓音明亮、唱腔动听，做戏真
切、扮相漂亮。她主演的戏有 《大祭
桩》《刘金定下南唐》《五凤岭》《反长
安》等。

20世纪 50年代后期，随着年龄渐
长，靳凤枝先生改唱老旦，并致力于培
养学生。她精心授艺、诲人不倦，培养
出一批又一批戏曲表演人才，其女儿和
女婿也都成为沙河调名家。

靳凤枝先生在漯河演戏30多年，名
满沙河流域。1970年，靳凤枝先生带着
对沙河调的钟爱离开了人间……

漯河最早的女演员靳凤枝

中国电影金鸡奖是由中国电影家协
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
的电影奖项，创办于 1981 年，是中国
大陆电影界权威、专业的电影奖，与
香港电影金像奖、台湾电影金马奖并
称“华语电影三大奖”，与中国电影华
表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并称“中国电
影三大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由电影界的专家组
成评奖委员会，并由专家实名投票产生
奖项。从2019年起，金鸡奖每年评选一

次，2019 年起连续四届在福建厦门举
办。

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共收到报名
影片168部，设20个常规奖项和1个荣誉
奖项，有47部影片获得提名。最终，《长
津湖》获得最佳故事片奖，陈凯歌、徐
克、林超贤凭借《长津湖》获得最佳导
演奖，朱一龙凭借《人生大事》中的精
彩表演获得最佳男主角奖，奚美娟凭借

《妈妈！》中的精彩表演获得最佳女主角
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

文化人物文化人物

徐梅霞在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徐梅霞提供）

相关链接

整治后的邓湖重现昔日美景。（郭建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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