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本版信箱：13938039936@139.com 文化视角 2023年12月11日 星期一
编辑：谭艺君 校对：汤 谦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开展全民健身，健身场地是关键。对

于不少市民来说，沙澧河风景区是他们健
身的首选之地。日前，我市沙澧河体育旅
游景区成功入选2023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
目名单。沙澧河风景区（以下简称景区）
有哪些运动场地？举办过哪些大型赛事活
动？沙澧河文化风光带的建设给群众生活
带来哪些变化？12月1日，记者就此进行
了采访。

“好球！”“又得一分”……12月1日下
午，在红枫广场篮球场上，呐喊声不绝于
耳。球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发球、带球、
传球、投篮一气呵成，比分交替上升，现
场气氛热烈。“这周大休，我们下午放学
早，就跟同学、朋友相约来这里打球。我
们喜欢来这里，就像置身天然氧吧，大口
呼吸新鲜空气，尽情挥洒汗水，一周的疲
惫随之消失。”高中生小刘说。

与小刘相比，市民李四录在景区锻炼
的时间更多。多年来，只要天气条件允
许，李四录和妻子都会来景区晨练：跑步、
打乒乓球、借助健身器材锻炼。“这里是我
们天然的健身房。”62岁的李四录笑着说，
除了晨练，吃完早饭和午休后他们也会来河
堤锻炼身体。“我和爱人都爱好体育运动，
只要没事就会来河堤，累了就欣赏一下美
景。我们结识了很多爱运动的朋友，大家在
一起切磋球技，很开心、很充实。”

据了解，景区2012年建成开园以来，
每年都会进行提升改造。截至目前，景区
共有足球场7个、篮球场25个、羽毛球场
14个、门球场3个、乒乓球台52个，健身
场地25处、健身器材600多件，为市民健
身和体育运动提供了便利。

在景区心意六合拳训练基地，每天都
有心意六合拳爱好者练拳，交流、切磋。

“过去，我们练拳没有固定场所，分散在多

个公园、广场，非常不方便。”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心意六合拳传承人李洳波告诉
记者，“心意六合拳训练基地”为大家提供
了练拳的平台，方便大家交流、学习。平
时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基地练拳；只要
有人愿意学，他和市心意六合拳研究会的
会员们都会义务教。近年来，我市举办了
多场全国性心意六合拳大赛，也吸引全国
各地的心意六合拳爱好者前来学习。“很多
爱好者对我们拥有自己的训练基地羡慕不
已，在基地拍照、留念。对他们来说，这
里就像一个景点。”李洳波说。

据了解，景区还设有形意拳和八卦掌
训练基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
融合发展。

“能在家门口参加国际性比赛，说起来
是满满的自豪感。”提及在2020年参加的
环沙澧河国际徒步大赛，市民张静激动不
已，“大家沿着沙澧河景区，畅享徒步乐
趣，欣赏着美丽的景色，心情无比惬意。
举办国际徒步大赛，充分展示了我们城市
的实力和大家对健身的热情。”

环沙澧河国际半程马拉松、河南省龙
舟公开赛、中原骑游节、自行车公开
赛……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体育健身环境日益提升，全民健身理念深
入人心，景区举办了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
活动。“为打造豫中南体育赛事中心，我市
成立了大赛组织委员会，我们作为组委会
成员之一，积极对接，全力配合，清洁环
境、维持秩序，为大型赛事活动的举办提
供保障。举办高品质的赛事对全民健身的
引领和推动作用不言而喻。”市沙澧河建设
运行保障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近两年，为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
幸福感，我市全力推动沙澧河文化风光带
建设。“我们在景区重点区域和重要节点建
成了多处城市展厅、休闲咖啡屋、迷你书

屋、水杉林汉服基地等提升景区品质的场
馆，还有漯河味道体验馆、漯河食品展览
馆、漯河宴餐厅等消费品牌店。”市沙澧河
建设运行保障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以
来，景区举办了“食嗨漯河”美食音乐
节、“秋韵沙澧 今朝漯河”秋灯会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正在打造“只有漯
河”千架无人机表演文旅品牌，给市民和
游客带来体育娱乐新体验，拉动城市消
费，增强城市活力，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也提升了漯河市的知名度、美誉度。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澧河水上运
动基地建设项目、市沙河流域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展示项目、市沙澧河分布式运动
场地建设项目等工程建设，进一步促进体
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
体育和旅游需求。”市沙澧河建设运行保障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推
介是“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
旅游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旨
在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体育
旅游精品、景区、线路、赛事和目的
地，推动体育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扩
大体育和旅游市场供给，更好地满足市
民需求。

沙澧河风景区 群众家门口的“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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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在漯河，提起粉浆可以说是家喻户

晓。在粉浆制作技艺中，以“老槐树”名
气最响亮。近日，老槐树粉浆制作技艺入
选我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该传统技艺已经传承五代，其第四代传
承人李东明于1985年接过父亲的衣钵从事

粉浆制作，到现
在已走过38个年
头。

粉浆是河南
特色小吃。李东
明告诉记者，据
传东汉开国皇帝
刘秀为躲避王莽
的 追 杀 逃 至 山
林，饥寒交迫的
他在一处草屋里
发现了一盆放酸
了的豆浆，随即
在角落找了点面
条下入，狼吞虎
咽吃了下去。这
一碗用发酵的豆
浆煮的面条，在
关键时刻成了救

命的口粮。后来，这种做法被人们不断改
良，一代代传承下来。

清朝末年，郾城人李全安学习了粉浆
制作技艺，自此，李家的粉浆制作代代相
传。从第三代传承人李科开始，这项技艺
成为谋生手段。今年81岁的李科用家族传
统手艺做出的粉浆深受群众欢迎。为了养

家糊口，他从1962开始在大槐树附近卖粉
浆面条，其做的粉浆被人们称为“老槐树
粉浆”。目前，老槐树粉浆主要由李科的儿
子李东明经营、传承。

“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粉浆，我
从小就看会了。”李东明说，老槐树粉浆
制作流程复杂，首先要挑选上好的豌豆在
水中浸泡一段时间，使其膨胀，然后将豌
豆放到石磨上磨成粗浆，再用筛布过滤去
渣。这道工序要反复几次，直到粗浆变为
细浆，然后把细浆放入盆里发酵。待其中
的淀粉沉淀至盆底后，再把上面的原浆倒
至专门用来发酵粉浆的大缸中。经过大约
一天时间，浆水逐渐变酸，成为制作粉浆
的成品老浆。老浆可用来制作粉浆面条：
先把粉浆水倒入锅里，等浆水煮沸泛起一
层白沫，用勺子轻轻打浆，待浆沫慢慢消
失，浆水变得细腻光滑，将秘制调料拌好
加入，再把面条下入锅内煮，放入黄豆、
芹菜等及适量调料。出锅时上面再撒上青
椒、花生及芹菜末等佐料，这样，营养美
味的粉浆面条就做好了。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去农村赶会卖粉浆
面条，为了抢个好位置，天不亮就要赶过
去，一碗粉浆面条也就挣一两毛钱。又辛
苦挣钱又少，所以开始时我不想做粉浆、

卖粉浆面条。后来父亲年纪越来越大，做
粉浆虽然很辛苦，但他感觉很幸福，那是
发自内心的热爱。慢慢地，我也被父亲感
染，觉得不能让家里的老手艺失传。”李东
明说，抱着这样的初心，他一直没有放弃
粉浆制作。大槐树粉浆和粉浆面条越来越
受群众喜爱，成为我市的一道名吃。让李
东明更加欣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李刚、
李强都对粉浆制作表现出浓厚兴趣。目
前，两人已经掌握了家传的粉浆制作技
艺，也经常到店里帮忙。

2017年，老槐树粉浆制作技艺被评为
郾城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非遗
后，李东明更加注重这项技艺的传承，除
了教会两个儿子制作粉浆外，只要有对这
项技艺感兴趣的人去找他学习，他都会向
其传授制作工序及要领。

在物质条件落后的年代，粉浆是很多
人喜爱的美味。如今，这项传统技艺与现
代健康饮食理念更是不谋而合。老槐树粉
浆主要原材料是豌豆，豌豆富含矿物质、
微量元素、维生素，用它做成的粉浆面条
既开胃又好吃。

“我家的粉浆制作技艺已经传承百余
年，希望这项传统手艺能继续传承发展下
去。”李东明说。

五代人坚守传统粉浆制作技艺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12月7日，杂技剧《〈说文解字〉随

想》剧本研讨会召开。来自国内杂技界的
专家和文艺评论家齐聚沙澧，就剧本和关
键细节等进行交流探讨。会前，出席研讨
会的专家在市杂技艺术中心观看了《〈说
文解字〉随想》部分片段。

“《〈说文解字〉随想》是中国首部
用杂技艺术演绎汉字的大型系列课本剧，
在杂技剧这个崭新的演艺业态中，不失为
一部独辟蹊径的作品。”《〈说文解字〉随
想》编剧、导演董争臻介绍，该剧秉持大
事不虚、小事不拘、尊重历史却不拘泥于
历史的创作原则，用合乎年轻人审美的视
角演绎许慎故事，意在引发年轻人对汉字
文化的关注。

《〈说文解字〉随想》讲述了许慎在
编撰《说文解字》时惹怒窦太后被贬。回

到老家后，在妻子天赐公主帮助下，许慎
屡次逃脱追杀，并完成《说文解字》的编
撰。该剧剧情跌宕起伏，既有捕头追杀许慎
时的惊险，也有许慎、天赐公主的夫妻恩
爱，还有公鸡大战捕头的诙谐。剧中既有杂
技《筛子舞+手技扔传筛子+飞筛子》《独轮
跳碾石磙》《钻圈+跑酷》等，也有魔术
《变装》《手匣出彩虹绸》等，多种艺术形式
交织。

该剧在设计上巧妙新颖，从一个师范
学院研究生在其毕业论文答辩时所展示的
一套教学新范式引入剧情，并尝试用系列
杂技课本剧的样式进行创编。每单元分别
有一序、一小结进行首尾呼应，中间部分
均由两课、四小节组成，演出时长大约45
分钟，每个单元既可独立成篇，又可组合
成“杂技连续剧”。

在董争臻看来，《〈说文解字〉随想》

进一步解决了剧与技的关系问题。戏剧要
讲故事，塑造人物；杂技则是技，要呈现
杂技演员的绝技。两者能不能巧妙结合是
杂技剧是否成功的关键。

各位专家就杂技剧《〈说文解字〉随
想》剧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话剧协
会党支部书记、副主席汪守德说：“该杂技
剧妙在‘随想’二字，从人物命运展开，
虚实结合，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有创新，
结构紧凑，内容丰富。该剧的精彩之处在
于将人物融入剧情中、将杂技融入叙事
中。”

省文化和旅游厅原一级巡视员、河南
省艺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李霞认为：“河南是
杂技大省，漯河又在今年被命名为‘河南
省杂技之乡’，漯河市杂技艺术中心曾在国
内外斩获多项大奖。这部剧选题非常好。
《说文解字》自问世起就散发着独特的魅
力。该剧将文字与杂技融合，让汉字文化
再现光芒。导演董争臻作为国内著名的杂
技剧编剧、导演，在这部剧的编写上站位
很高、定位很准、想法独到。相信这部作
品一定能成为一部精品。”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力
说：“看了该剧后，用一句河南话来表达
就是‘中’。该剧挖掘地方文化，用杂技
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是全国首部杂
技课本剧，值得期待。”

省文化和旅游厅原二级巡视员、河南省
杂技家协会名誉主席闫敬彩表示，这部剧有

“三巧”：一是设计巧，把一名师范生巧妙引
入剧情，有古今对话、穿越历史之感。二是
题目巧，‘随想’二字留下想象空间。三是巧
用技巧。剧中巧妙使用杂技技巧、魔术表演
等，画面感和观赏性很强。讲故事是杂技剧
的短板，但该剧故事性强，剧情有悬念，围

绕主线抒情，矛盾冲突不断，剧情很丰满。
董争臻表示，将吸纳各位专家的意见

和建议，在剧本、道具、关键细节等方面
进行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确保高质高效完
成剧目排演工作。

“12月底这部杂技剧将搬上舞台首演，
现在已到了‘攻坚阶段’。”12月9日上午，
记者来到市杂技艺术中心排练大厅，市杂技
艺术中心主任王跃新透露，“从10月底开始
集训至今，剧组训练的强度很大，演员每天
上午8点半开始排练，下午五点半结束。”

“为了体现戏剧与杂技的相辅相成，演
员们需要在技巧训练的同时增强戏剧表演
能力，要学习如何刻画人物。对于杂技演
员来说，这无疑是新的考验，是从‘技’
向‘艺’的提升。”董争臻说。

“我们以往的杂技节目只展示技巧，而
《〈说文解字〉 随想》 中，从眼神到呼
吸，细节上处处是戏。”饰演管家袁嫂的杂
技演员李圆圆说，为了演绎角色不同阶段
的情感变化，她反复揣摩剧情和角色当时
的心情，搜罗了不少戏曲视频学习，对着
镜子练眼神。

“演员们的敬业精神让我感动。为了呈
现更好的视觉效果，不少演员都在自我加
压。”董争臻介绍，编写《〈说文解字〉随
想》剧本前他并未到过漯河，之所以接下
这个重任，源自对漯河市杂技艺术中心的
信任。董争臻曾担任过两届河南省杂技大
赛评委，漯河市杂技艺术中心在节目编排
上守正创新、演员实力强且很敬业，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相信，在首演当天，漯河市杂技艺
术中心的演员会用最好的精神面貌，为观
众呈现出完美的舞台艺术效果。”董争臻
说。

杂技剧《〈说文解字〉随想》

以杂技艺术创新演绎汉字文化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12
月8日、9日下午，由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第
二届漯河市“群星奖”（音乐舞
蹈、戏剧曲艺）大赛在市文化
馆广场举行。经过两天激烈的
角逐，共评选出戏剧曲艺一等
奖3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4
个，音乐舞蹈一等奖4个、二等
奖5个、三等奖6个。

本次群星奖共有125个作
品参加初选，参与创作、演出
及辅导人员达2000余人，进入
决赛的作品共26个。许多作品
都带有浓郁的烟火气、人情
味。小品《兵支书离婚》反映
了广大退伍官兵同党和人民心
连心、退伍不褪色，赞美了基

层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开拓创
新、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高
贵品格。小品《遗嘱》教育人
们以勤劳致富为荣，反映出人
性的真、善、美。相声《黑猫
警长》结合当下流行元素，讲
述了机智、勇敢、帅气的黑猫
警长率领警士消灭“一只耳”
的故事，使“80 后”“90 后”
重温童年记忆。表演唱《天下
乡亲》表达了军民鱼水情。歌
曲《河流走过的地方》《好风好
水好漯河》《家在漯河》《老
家贾湖》 唱出漯河厚重的历
史 文 化 内 涵 以 及 城 市 新 风
貌。民乐合奏 《飞驰天路》
在传统的民族音乐中融入现
代元素，展现了传统与现代
相结合的韵味。

第二届市“群星奖”大赛举行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文/图 本报记者 郝
河庆

在市区滨河路东段一
处厂房内矗立着一座老炮
楼，距今已有73年历史。
它的诞生，是中国军工企
业快速发展的历史见证；
它目睹了漯河城市变迁，
是许多老漯河人挥之不去
的记忆。

今年 50 多岁的网民
“沙澧晨曦”告诉记者，他
喜欢用相机记录漯河的风
土人情。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发现市区一个大院
的角落里，童年记忆中的
老炮楼还在。

“这座炮楼是 3515 工
厂建厂时兴建的。听厂里
的老职工讲，当年共建了4
座，现在仅存这一座。”

“沙澧晨曦”告诉记者，在
铁东居住过的漯河人对这
座老炮楼都有印象，特别
是他们这些男孩子。

11月24日，记者从光明路
市场北出口沿滨河路向东走约
100米，看到路南有一个大院。
大院的门卫告诉记者，这座大
院是如今际华 3515 公司的仓
库，对外租赁，成为附近光明
路市场许多商户存放货物之
处。在看门师傅的指引下，记
者找到了这座老炮楼。

老炮楼用普通青砖修造，呈
圆柱形，虽饱经岁月风霜洗礼却
不减巍峨之势。炮楼上面有方形
的墙垛，中间有瞭望孔、射击
口，下面还有三个射击口。炮楼
高约5米，直径约3米，大门以
及下面的三个射击口被砖块填
实。透过炮楼中部一处封闭窗台
的缝隙，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有楼
梯通往上面的瞭望台。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际华
3515公司老职工的居住区。“老
炮楼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厂时
修建的。”年过八旬的艾先生告
诉记者，他1959年来到漯河工
作时，老炮楼还在使用，保卫人
员日夜在里面值班。据介绍，这

座老炮楼很坚固，功能齐全，第
一层射击孔可以架设重型武器；
第二层、第三层可以瞭望并射击。

采访中，80多岁的梁先生告
诉记者，现在的际华3515公司过
去是解放军3515工厂，最早是二
〇七军工厂。据《漯河市志》记
载：“1954年，国家投资兴建的
二〇七军需工厂开工生产。1950
年底，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当时
还有反动残余势力存在，所以建
厂时考虑到战备需要，在四个角
各建一座炮楼，周边有3米多宽
的壕沟作为围墙。现在，西南角
（光明路市场南口附近）、东南角
（际华3515公司大门附近）、东北
角（滨河路与金山路沙河桥交叉
口附近）3座炮楼都拆除了。

走访中，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此
完好的老炮楼在全国也是十分
罕见的，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
见证，更是一处内涵丰富的城
市人文景观。老炮楼是见证漯
河历史变迁的建筑物，亟待修
缮和保护。

老炮楼见证漯河军工历史

有73年历史的老炮楼。

李东明夫妇在做粉浆面条。 （图片由李东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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