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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郝河庆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

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
场……”这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
电影记录了一支游击队在临枣支线、津浦
干线上与敌人进行游击斗争的英雄故事。
鲜为人知的是，市区人民路铁路立交桥东
的尚武街，当年也诞生了一支特别的抗日
力量——郾城（漯河）平汉铁路工人破坏
队，同样令日寇闻风丧胆。

尚武街南起八一路、北至人民东路，全
长约630米。其中一段延伸出一“丁”字
形、长约百米的街巷，东起尚武街，南至铁
路岔口，名为崇文街。走在尚武街和崇文
街上，两条街似乎依然留存着“崇文尚
武”之风。走访中，记者见到了尚武街第
一代居民尚秀枝老人。尚秀枝今年74岁，
是原漯河铁路小学退休老师，为人和善，
如今居住在育才路市场东门口附近的家属
楼，享受着安逸的晚年生活。“当年我奶奶
带着五个孩子、挎着一个篮子，从黄河北
老家新乡一路逃荒要饭来到这片荒地，搭
了一个棚子安顿下来。后来在此居住的人
家逐渐增多，慢慢形成了一条从南向北的

街。因为尚家有五个孩子，这条街就被称
为‘尚五街’，后来演变为‘尚武街’。”
尚秀枝说，“俺奶的五个孩子中俺爸排行老
四，名叫尚学礼。当年日军来到漯河时，俺
爸在铁路上工作，他和这条街上的很多人都
参加了‘铁路破坏队’，炸火车、拆铁路，
阻断日军交通。”

尚秀枝口中的“铁路破坏队”就是漯河
铁路工人抵御外来侵略的秘密抗日队伍——
郾城（漯河）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据尚
秀枝老人回忆，当年参加“铁路破坏队”
的经历，也是她童年时听父亲讲述的。“当
时父亲在铁路上干些力气活儿，后来参加
了‘铁路破坏队’，还专门去武汉学习，回
来后依旧在铁路上伪装干活儿。后来一出
去就是好几个月，围绕铁路线搞破坏。”

“当时在尚武街居住的人大都靠铁路生
活，比如修铁路、从事搬运……听父亲
说，这里的很多人都参加了‘铁路破坏
队’。”据尚秀枝老人介绍，抗战胜利后，
其父就在尚武街做些小买卖，后来成为正
式铁路工人，在兰州铁路局退休后回到漯河
生活，于2000年去世，享年90岁。

据《漯河文史资料》（第六辑）记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阻止日寇南下侵略，
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到信阳组织创办平汉
铁路工人“铁道爆破训练班”。郾城数十名
铁路工人在工会负责人王既清的率领下前往
学习爆破技术。

记者查阅 《郾城文史资料》（第二十
一辑） 了解到，1938年 10月，漯河车站
的 44名铁路工人在共产党员王既清等人
的领导下，编为铁路爆破二中队，王既清
任中队长。这支由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于
同年 10 月初从漯河出发，走向抗日前
线。经郑州转汜水渡黄河后，同武陟、修
武一带铁路爆破队会合，共同抗击日军南
侵。次年完成任务后，王既清带队返回漯
河车站。

河南省档案馆保存的《军委会江北交通
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记载着漯河这支

“铁破队”的辉煌：1938年10月13日，乘
夜于待王、李封两站间铁路轨下埋好炸药一
箱。次日早晨，敌军兵车一列开来。在百米
外按动电钮，只听得一声巨响，车头炸飞路
外，后面列车向前挤成一团。事后查明，共
毙伤敌120余人……

据记载，当时漯河《警钟日报》、武汉
《大公报》等都用红字登载。国民政府认为
破坏队战果惊人，于是由交通部转汉口铁路
局，按参战人数、工资情况，给予破坏队每
人三千元奖金。

据史料记载，漯河的这支“铁路工人
破坏队”在日军侵略漯河时，就像钢刀插
入敌胸膛。1944年5月漯河沦陷后，漯河
车站党组织负责人王既清等人又重新组织
队伍，很快发展游击队员53人，中共地下
党员全部参加，有手枪18支，另有一些武
器。队长王既清指挥队员夜晚活动，将漯
河以北的铁路毁坏，使日军的列车难以通
过。

他们还和郾城大刘乡的蔡永令游击队紧
密配合，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斗争。1945年8
月，日军投降前夕，漯河车站的抗日游击队
在王既清的指挥下炸毁铁路桥梁二座、火车
头两个、汽车五辆，拆铁路7公里，击毙伪
绥靖军特务团团长廉青山、日本特务组织西
山公馆的特务团团长平岗考一，还击毙日军
护路队队员3人、汉奸多人以及日本运输队
队员24人，缴获迫击炮2门、子弹数箱，有
力地打击了日寇。

今年是日本投降78周年。了解到鲜为
人知的平汉铁路漯河工人破坏队这段光辉历
史，记者由衷地敬佩这些在中华民族危亡的
关头奋起抗敌、不怕流血牺牲的漯河英雄，
包括尚秀枝老人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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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8月17日，“河南省曲艺之乡”授牌仪

式暨第十三届河南省少儿曲艺大赛颁奖典礼
在舞阳县举行。舞阳县曲艺历史悠久、曲种
丰富、特色鲜明。进入新时代，该县在组
织领导、人才培养、创作表演、场地建
设等方面用心用力，奏响了发展当代曲
艺事业的华美乐章。近期，省专家考察
组在实地考察、听取汇报、调研评审
后，正式授予舞阳县“河南省曲艺之
乡”荣誉称号。

深厚积淀滋润舞阳曲艺

“河南省曲艺之乡”评选是省文联、
省曲协为推动文化强国战略、繁荣发展
曲艺事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举
措，也是地方党委政府加强文化建设、
助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载
体。

舞阳县能获此殊荣，主要得益于该县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提及舞阳的
深厚文化积淀，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世

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至今尚可演奏的贾
湖骨笛。其实，舞阳的曲艺文化历史悠
久，千百年来，中原文化的熏陶浸染，为
舞阳民间说唱艺术发展提供了成长壮大的
沃土，河南坠子、三弦书等曲种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历经百年传承演变，发展
成根脉发达、枝繁叶茂的曲艺百花园。其
中，河南坠子早在180年前就传入舞阳，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独特
的风格。这里走出了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
艺牡丹奖获得者、河南坠子传承人陈梅生等
优秀曲艺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舞阳曲艺人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艺术追求和时代
发展紧密结合，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
见的精品力作。进入新时代，舞阳县高度
重视文化建设，把曲艺传承发展作为点亮
群众生活的重要部分，将“以文增信”战
略部署列入县“十四五”发展规划，助推
全县文化建设和文艺事业不断繁荣发展。
如今，舞阳民间曲艺蓬勃发展、群众基础
深厚，几乎村村都有能拉上两段、哼上几
句的曲艺爱好者。

传承发展走出特色之路

“铁算盘，没虚传，哪轻哪重算得周全。
参加医保不含糊，为的是家庭祥和保平
安……”8月18日，在舞阳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河南坠子小品《哪轻哪重》的排练
紧锣密鼓进行着。“豫剧小品《法与情》、音
乐快板《医疗保险是后盾》、河南坠子小品
《哪轻哪重》是我们最近在排练的作品，很
快会去机关单位、企业及社区演出。”舞阳
县曲艺演员介雪芹告诉记者。

近年来，舞阳县曲艺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曲艺创作硕果累累。曲艺工作者进校园、乡
村、社区、企业等，几乎每天都在演出。他们
不断开拓创新，用新作品新曲调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
尚的引领者。

2017年，陈梅生与舞阳曲艺演员介雪
芹、陈文玲、李艳惠以及琴师闫献春等人在
舞阳创办陈梅生河南坠子传承基地，义务传
承推广河南坠子；开展曲艺进校园活动，每
周六为学员授课，已培养河南坠子学员百余

名；组建舞阳乡村艺术团，开展送曲艺进乡
村、进社区、进企业等活动，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讴歌新时代，倡导移风易俗。

2020年5月，在舞阳县文广旅局的大力支
持下，陈文玲、介雪芹、闫献春等曲艺爱好者
以辛安镇康庄村已有的文艺队伍为基础，创办
康庄文化合作社。如今，合作社已有百余名正
式社员。他们聚在一起创作、演出、教学，
弘扬乡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群众生活，已创作出小品、快板、河南坠子
等作品百余件。他们不仅深得社会各界好
评，还获得了多项荣誉，并受邀到北京、无
锡、郑州、南阳等地演出。

近年来，舞阳县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
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称
号。“舞阳县被评为河南省曲艺之乡对我
们来说是荣誉，也是责任。我们期望能
把‘河南曲艺之乡’这块招牌转化为不
断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动
力，为舞阳新时代、新阶段、新发展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的人文环
境，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舞阳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晓勇说。

舞阳曲艺：守正创新 传承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沙澧大地的厚重文化和乡土精神润泽

了我的心灵、滋养了我的画笔。参加这次采
风活动，我希望能和故乡的人一道，用手中

的画笔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
了解家乡厚重的人文历史。”8月18日，漯
河籍知名画家左国顺告诉记者。

左国顺出生于1945年，幼年时便痴迷
于绘画。中学时，他开始跟着当时漯河电
影院的画师学习绘画，逐渐成为远近闻名
的小画家。后来，他又到市文化宫开办的
绘画班学习。成年后，左国顺因出色的绘
画技艺被招入漯河铁路部门工作。1969
年，他调至郑州铁路局工作，至2005年退
休。

几十年来，他在工作之余深入群众、深
入生活，领略祖国大好河山，感悟人间至善
至美，创作出数百张以风景、人物和生产生
活场景为主要内容的油画写生作品，在沙澧
河畔挥笔作画的少年成长为颇具名望的油画
大家。从《纪念二七大罢工五十周年》到
《毛泽东和铁路工人在一起》这些名噪一时
的铁路题材作品，再到《塞外君》《十三将
士归玉门》等历史题材的名作，左国顺的
名字随着他的作品被人熟知。如今，他是
中国美协会员、河南省美协油画艺术委员
会名誉主任、河南省油画学会副会长，在
河南美术界颇有威望，作品时常在全国大
赛中获奖，为河南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
很大贡献。

8 月 11 日至 13 日，左国顺应邀参加
“美丽漯河我的家”百名画家画漯河活动，
再次回到家乡。“漯河举办这次采风活动把
很多有创作热情和创作能力的画家聚到一
起，既是一次交流学习，也让艺术家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左国顺说，这次回来，他走
遍了漯河——漯河港让他激情澎湃、深感自
豪；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保留了很多原生态
的东西，非常适合美术创作；许慎文化、贾
湖文化更是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采风的
时间虽然短暂，但触发了左国顺内心深处的
灵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源泉。

“过去我画漯河的自然风光较多。我始
终认为，风景哪里都有，而人文方面的创作
更能反映地方特色和时代背景。这次采风，
让我觉得触动心灵的是漯河港的工人和沙澧
河景区清理河道的工人在炎热的天气下认真

工作的场景。我被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厚重的
人文历史深深感动，目前正在满怀激情进行
创作。”左国顺告诉记者。

在左国顺看来，近年来，伴随着经济腾
飞，漯河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我
市的书画事业也在不断进步。通过“美丽
漯河我的家”百名画家画漯河活动，他深
感漯河的书画家队伍群星璀璨。“漯河秀
水天来、人杰地灵。我现在依然记得少年
时期在沙澧河畔写生时，家乡人对我的鼓
励和帮助。几十年来，家乡文脉始终是我
创作的源泉。”左国顺说，搞艺术创作要
下苦功夫，要坚持不懈。所以，搞艺术的
人一定要扎扎实实去创作，用作品展示自
己。希望漯河的书画家能坚持用作品说
话，传递正能量，用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增
添色彩。

家乡文脉是创作源泉
——访漯河籍知名画家左国顺

左国顺在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采风左国顺在食尚年华田园综合体采风。。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得知电脑雕花机被

卖，香莲应该表现得震惊和
生气。”“这个拉手的环节再
自然一点儿就好了……”近
日，源汇区文化馆创作的
音乐剧小品 《雕花的哥哥
回来啦》 正在排练厅紧张
排练。

近年来，源汇区文化馆
致力打造原创精品文艺节
目，服务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创作出了一系列群众喜
闻乐见的原创文艺作品。今
年上半年，该馆专业创作人
员吴继红多次外出采风，创
作完成了《雕花的哥哥回来
啦》音乐剧小品剧本。后经
过公开招募演员，多次进行
排练，该作品逐渐成熟。6
月29日，在“大地欢歌 幸

福漯河”全国夏季“村晚”
示范展示活动中，《雕花的
哥哥回来啦》首次与观众见
面，得到一致好评。

该剧以音乐剧小品的形
式讲述了非遗传承人吴一刀
的故事。拥有手工雕花技艺
的吴一刀在外闯荡小有成就
后，看到手工雕花逐渐被电
脑雕刻取代，一天天走向没
落，十分痛心。于是，他回
归乡村，带领乡亲们传承和
发扬手工雕花技艺，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市场接轨，助
力乡村振兴。

“这个音乐剧已由市文
化馆遴选报送参加河南省
2023 年群星奖比赛 。目
前，我们正在加紧排练。”
源汇区文化馆负责人告诉记
者。

音乐剧小品
创新演非遗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在近日举行的漯河市第

十届戏迷擂台赛总决赛中，
9岁女孩刘雨萱脱颖而出，
成功将一等奖收入囊中。8
月 11日，记者采访了刘雨
萱，了解获奖背后的故事。

“总决赛中我唱的是豫
剧《穆桂英挂帅》选段‘辕
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接
近尾声时，没等我把最后
一句唱完，台下就响起了
连 连 的 叫 好 声 和 阵 阵 掌
声。”提及参加比赛时的情
景，刘雨萱自豪地告诉记
者。

刘雨萱与戏曲的结缘从
4岁开始。“我喜欢听戏。有
一次我用手机播放 《花木
兰》选段，听了好多遍还是
不会唱，在一旁玩儿的雨萱
说她会唱了。一开始我不
信，谁知道她真会唱了，还
唱得句句在调，让我很意
外。”刘雨萱的奶奶潘秋英
说，“我们老家有戏曲爱好
者聚在一起唱戏，我就带雨
萱过去跟着乐队的伴奏唱，
没想到她第一次就全程跟上
拍了。”

此后，戏曲的种子便在
雨萱小小的心里生根发芽。
空闲时间，潘秋英开始有意
地教刘雨萱学戏。“她那时
还不认识字，我就把唱词分
解开，一句一句地教她记，
然后跟着手机学。”潘秋英
说，按照这个方法，刘雨萱
学会了好几段戏曲。

为了深入学习戏曲，刘
雨萱5岁时，妈妈杨梦君为
她报了戏曲班。“毕竟她年
龄小，上课时我们就陪着
她，记下老师教的内容，回
家后辅导她练习，包括唱
腔、手势、身段等。”杨梦
君说，一年下来，刘雨萱进
步很大。

除了上课、在家里练
习，杨梦君还经常带着刘雨
萱去河堤、广场，遇到戏曲
爱好者就唱几段。“她唱完
后，很多热心的戏曲爱好者

给她指点。”杨梦君说，久
而久之，刘雨萱的唱功越来
越好，胆量也越来越大。如
今，刘雨萱与很多戏曲爱好
者成了朋友。除了平时在一
起唱戏，刘雨萱经常应邀与
他们一起外出演出——舞阳
县莲花镇、郾城区小商桥景
区、敬老院等地都留下了她
的身影。

“头戴金冠压双鬓， 当
年的铁甲又披上了身……”
采访中，刘雨萱向记者展示
了一段参加决赛时选唱的曲
目。她唱得字正腔圆，一招
一式有板有眼、自然流畅。

“决赛前的日子，我只要有
时间就跟着网络上的视频学
习，或者自己练习。”刘雨
萱说，她喜爱戏曲，很享受
唱戏带来的快乐。学习舞蹈
的她也会尝试把舞蹈动作加
入戏曲表演中，增强感染力。

几年来，刘雨萱自学了
十多段戏曲，其中包括红色
戏曲《俺外甥在部队》《红
色娘子军》等。“现在我对
自己的要求是勤学苦练、精
益求精，把每一段戏唱好、
表演好，每一个动作都做到
位。”刘雨萱说，接下来，
她会在学习之余了解更多的
戏曲知识，提升自己的戏曲
素养，并将博大精深的戏曲
文化发扬光大。

传承戏曲 后继有人

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
发展脉络，探索饮食文化
渊源，展示地方饮食特
色，本版开设《沙澧美食
文化》栏目，讲述沙澧饮食
文化故事。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
民俗中的美食，展示这
些历经时间洗涤而沉淀
下来的美食宝藏，探寻
有关饮食文化的民间故
事和传说，反映百姓生
活的温暖烟火气；与美
食相关的非遗、老字号
及老手艺，介绍其不断

传承的制作技艺以及源
远流长的饮食习俗；古
籍、地方史志、诗词、
民 谣 中 记 载 的 漯 河 美
食，发现传统饮食中蕴
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从
与炊事、饮食相关的漯
河出土文物中探寻饮食
文化信息及饮食方式的
演变。

稿 件 要 求 千 字 左
右，文笔朴素平实，侧
重于对传统文化和历史
文化的挖掘，展现漯河
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沙澧饮食文化》
栏目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