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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锵咚锵咚锵咚锵……”2月2日

下午，在郾城区商桥镇，雄壮有力的
鼓点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锣鼓声
中，在大头罗汉的带领下，红黄两色
的狮子忽闪着眼睛，踩着节拍摇头晃
脑，时而高高跃起，时而翻滚扑地，
赢得在场观众连连喝彩。这支威武勇
猛的狮队，是来自商桥镇的少年舞狮
队，成员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

在商桥镇商东村，舞狮已经有
300多年的历史。当时，为祭拜杨再
兴将军，村民自发成立了舞狮会，在
春节前后进行表演。随着社会的发
展，商东舞狮出现人才断层，面临技
术失传的窘境。

今年 34 岁的王斐是商东村村委
会委员，也是郾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商东舞狮的第五代传承人。为推动乡
村文化振兴，让商东舞狮传承下去，
2021 年，王斐经过多方奔走，组建
了由“00后”组成的商桥镇少年舞
狮队，由他担任教练，利用周末、假
期开展教学。目前，这支舞狮队有主
力队员14名，年龄最大的19岁，最
小的只有10岁。

2022 年春节期间，王斐带领商

桥镇少年舞狮队的孩子们首次亮相，
给十里八村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赢得赞声一片。今年春节前，他们收

到很多演出邀约，王斐每天带领小队
员们训练6个小时左右。正月初一至
初十，舞狮队每天在小商桥景区表

演，游客的称赞让孩子们备受鼓舞。
2月 2日起，孩子们开始在商桥

镇沿街演出。“有很多叔叔、阿姨、
小朋友来看我们表演，有的围在我们
附近看，有的站在自家楼顶上看。一
眼望过去热热闹闹，我们就更有劲头
了。”狮头表演者沈怀意兴奋地说，
只要大家喜欢，他们再苦再累也值
得。

“正月十五上午参加全市民间艺
术大赛，下午去杨再兴祠堂拜庙，晚
上在商东村文化广场闹元宵……”提
及舞狮队的行程安排，王斐很自豪。
伴随着演出邀约的增加，舞狮队的收
入也比去年高了。今年春节前，文化
部门给孩子们拍了纪录片，大家信心
更足，更有劲头了。

“舞狮既有利于强身健体，也能
传播传统文化。”王斐说，一路走
来，商桥镇少年舞狮队承载着队员的
汗水、家长的期望、村民的喝彩和村
委的支持。他的新年愿望是以商东村
为起点，不断走出去，在为群众带来
舞狮表演的同时，让小队员们担任传
统文化宣传员，为弘扬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弘扬舞狮精神尽自己的一份
力。

舞狮少年“巡回演出”实力圈粉

2月1日，源汇区马路街街道马路街社区组织辖区未成年人举办“做花灯 猜
灯谜”活动，庆祝即将到来的元宵佳节。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2月2日上午，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街社区举办“赏花灯 猜灯谜 党群同
乐闹元宵”活动。

本报记者 杨 旭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净旖
选米、泡米、淘米、沥水、石碾

碾制……1月31日，位于召陵区龙塘
村的厂房里，一名穿着白色工作服的
年轻女子正在认真地检查手工汤圆制
作的每一道工序。这名年轻女子叫芦

艳伟，今年35岁，从事传统手工汤圆
制作已有10年。

芦艳伟家的手工汤圆制作已经传
承三代人。受家庭影响，她从小便对
这门手艺情有独钟。据介绍，制作手
工汤圆主要有三道工序：一是制粉，

二是制馅，三是滚汤圆。
“制作江米粉时，淘洗江米这道工

序最为关键。”芦艳伟向记者介绍，要
选用优质井水将泡好的江米反复冲
洗，直到淘米水变得清澈为止。随后
将江米浸泡5天至8天，再经石碾反复
碾制成粉。

制馅工艺更为严谨。汤圆馅主要
原料有芝麻、桂花、新鲜水果、白
糖、花生、瓜子仁等，将各种原料搅
拌均匀后就可以压馅了。只见芦艳伟
将馅料均匀铺在一个圆形模具里，再
将其压实。“以前都是方形馅料，为了
让汤圆更圆润好看，我们做了一批圆
形馅料模具。”芦艳伟说。

下一步就是滚汤圆。将馅料放到
一个簸箩里，反复加水加江米粉，来
回摇动使馅料均匀裹粉，汤圆便做成
了。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芦艳伟双
肩轻抖，雪白的汤圆在簸箩里来回滚
动，煞是好看。

芦艳伟告诉记者，儿时她跟着母
亲出门卖汤圆，常常被冻得浑身发
抖。那时，她最大的幸福就是母亲给
她盛一碗热汤圆。热腾腾、甜丝丝的
汤圆一下肚，浑身就暖和起来了。

近几年，传统手工汤圆很受市民
青睐，芦艳伟家汤圆店的生意也越来
越红火，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每天
能卖出六七百斤汤圆。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通讯
员 王 颖） 2月2日，记者从市气
象部门获悉，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
析，预计元宵节期间我市降水偏
少，以多云天气为主，无明显冷空
气活动，气温起伏不大。2月6日
至8日，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
共同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
降水过程。

具体预报如下：
2月4日：晴转多云，东南风

2级~3级，零下2℃~9℃；
2月5日：多云转阴，偏东风

2级~3级，零下1℃~10℃；
2月6日：阴天，夜里阴有小

雨，偏北风3级左右，2℃~11℃；
2月7日：阴有小雨，偏北风

4级左右，3℃~7℃；
2月8日：阴有零星小雨转雨

夹雪，偏北风 4 级~5 级，0℃~
5℃；

2月9日：小雪转阴，偏北风
3级~4级，零下2℃~4℃。

气象部门提醒，根据目前的预
报，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两天云系
较多，赏月天气条件不算理想。另
外，近期天干物燥，需注意防火和
用火安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寒
凉，需注意适时增减衣物。

■本报记者 焦 靖
寒假接近尾声，再有几天就

要迎来新学期。同学们寒假生活
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做好迎接新
学期的准备？对新学期有什么期
望和规划？1月31日，记者采访
了几名学生和家长。

“上学期，因为疫情，大家的
学习和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好好利用寒假加强学习就
特别重要。”我市高一学生崔格格
对记者说，寒假里她没有放松，
按照自己制订的时间表作息，并
把学习重点放在查漏补缺上。“每
个人或多或少有些偏科，很难把
知识点全部掌握，所以找准弱项
做好复习和巩固很重要。”崔格格
说。

九年级学生魏莱的成绩一
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他的妈妈
齐女士对记者说，初中课程
多、难度大，为了让孩子更好
掌握所学知识，寒假里她陪着

孩子对学过的知识点进行了梳
理。最近，她还陪孩子制订了
新学期的学习计划。“新学期，
我相信孩子能找到状态更好的
自己。”齐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小学低
年级的孩子，自理能力和自我约
束能力较差，需要家长的帮助和
引导。“快开学了，爸爸妈妈带我
一起买了新书包和文具盒。”小学
一年级学生张潆戈告诉记者，她
很期待开学，因为那样就能见到
久违的老师和同学了。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感谢爱心人士的关心，你们

一定不能走，中午我给你们擀面
条吃。”2月2日上午11时许，源
汇区空冢郭镇陈岗村的陈全来接
过爱心人士王新良和李清春送来
的牛奶、鸡蛋和水果等慰问品后
激动地说。

王新良是漯河美康减脂封闭
训练营负责人，公司地址就在陈
岗村附近。他听说陈岗村有两个

家庭情况特殊，家中都有病人，
花销比较大，就决定和朋友李清
春一起去看望他们。2月 2日上
午，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他们先
后对这两个家庭进行了慰问。

陈全来的儿子和儿媳都患
病，靠陈全来打工挣钱照顾全
家。另一户村民陈明奇从小患
病，父母过世后靠妹妹照顾。两
个家庭在政府的帮助下已经脱
贫，并享受着相关惠民政策。

2月1日，郾城区龙塔街道辽河路社区工作人员在辖区内清理楼道
杂物。 本报记者 刘净旖 摄

2月2日，漯河市春节篮球邀请赛在市体育馆激战正酣。据了解，
本次比赛于2月1日正式开赛，持续3天，共有来自4支队伍的50多名
运动员参赛。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寒假近尾声 学生忙收心

元宵节或云遮月
赏月可能受影响

寻找记忆中的味道——石碾手工汤圆

2月2日，商桥镇少年舞狮队在商桥镇政府表演。

爱心人士慰问困难群众

芦艳伟在制作手工汤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