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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我要一头小鹿。”“再吹一头牛

吧。”“好的小朋友！咱俩协调配合，

一起吹吧。”…… 近日，沙澧河风景
区红枫广场，“食全食美 漯在其中”
2024年漯河市食品文化旅游宣传月活

动在这里举行。十多名小朋友将吹糖
人的展位团团围住，目不转睛地盯着
郑州市高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吹糖人
项目传承人马福利的一举一动。捏、
揉、团、拉、扯、吹……不一会儿，
一只活泼可爱的小鹿便呈现在众人面
前。

54 岁的马福利是滑县老店镇人，
从事吹糖人手艺近 30 年，最初只在
农闲时到各种庙会和集市上摆摊子。
随着对这门手艺的不断摸索，他在民
间艺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2016年作
为河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他受邀参加
了“感知中国哈萨克斯坦行”文化活
动。

“吹糖人这门手艺看着很简单，但
要把一团团糖稀吹成牛、马、羊、老
虎、松鼠、飞鸟等造型，并且要吹得
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真的不容
易。”马福利说，想要吹出生动的动
物造型，必须通过长期的观察并不断
丰富自己的想象力。他认真观察动物
发怒的时候、温顺的时候等不同的姿

态，利用吹糖人的技巧展现出来。比
如牛，马福利吹出了它发怒的动作，看
着特别勇猛，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马
的造型很多，仅单抬腿扭头和双立腿
向上跃起的姿态，他就实践了无数
次。

“吹糖人有时间限制，热了不行，
凉了也不行，有时创作一个作品要费
好长时间。”马福利毫无保留地向记者
说出了这一手艺的诀窍——一是捏，
二是吹；以吹为主、以捏为辅，吹捏
并用、吹捏结合。在吹捏过程中，关
键是要掌握好糖稀的温度和制作时
间。初学吹糖人者，十指常常被烫起
水泡。不过，没有勤学苦练，哪有精
湛手艺？

现在，马福利在创作和展演之余积
极参与民间文化进校园等公益活动。他
说，非遗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
宝，传承民间文化是学校艺术教育的重
要部分。他希望青少年在亲身体验非遗
艺术中感受民间文化，推动民间文化在
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吹糖人 舌尖上的传承

■本报记者 孙 震
以一块竹板为画布，以刻刀为画

笔，山水花鸟的意境在她的指尖流
淌，落于竹板之上，成为一件件精美
的工艺品，引得周围游客连连称赞……
近 日 ， 在 “ 食 全 食 美 · 漯 在 其 中 ”
2024 年漯河市食品文化旅游宣传月活
动中，记者见到了来自信阳市固始县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雕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谢传月。

竹雕又称竹刻，是以竹子为载体、
以刻刀为笔，将山水、人物、书法、花
鸟虫鱼、飞禽走兽等，以留青、浮雕、
镂空等雕刻技法刻于竹材之上，使笔墨
下的传统形象更具生命律动感。据记
载，竹雕始于盛唐、盛于明清，传承至
今。

“我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接触竹雕，
当时就被这一工艺蕴藏的艺术文化内涵深
深吸引，这一干就是18年。”说起结缘竹
雕的故事，谢传月滔滔不绝。

谢传月出生于木匠世家，从小耳濡
目染，对雕刻技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父亲的一句“有点天赋”，成了她立志
一生追求艺术的动力。从事竹雕工艺
后，她辗转全国各地拜访名师，虚心求
学，将诗词、书法、绘画与竹雕工艺融
合在一起，其作品饱含韵味、富有意
境，在各类比赛中脱颖而出，斩获诸多
奖项。国家二级艺术品鉴定师、河南省
雕塑工艺师、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优
秀传承人、“固始工匠”等各类荣誉接
踵而来，慕名前来拜师学艺的弟子也越
来越多。

“竹雕其实和书法、绘画一样，手中
的刀就是书画的笔。要学习竹雕技艺，最
主要的就是要学会运刀……”谢传月说，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竹雕制作者要以
工匠精神认真创作，时时保持内心的宁
静，在一块块竹板上精雕细刻。

为了让更多人领略竹雕艺术的魅
力，谢传月的竹雕作品除了参展以外，
也向一般生活用品转变，开始制作屏
风、笔筒、小挂件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物件。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竹雕逐
渐被大众所认可，由以前的高档收藏品变
成了日常馈赠的礼品。”谢传月表示，竹
雕艺术学习和传播不易，希望有更多的人
学习竹雕，让古老的传统技艺在新时代开
出更加绚丽的花朵。

以刀为笔 展竹雕神韵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于文博
2024 年全国老年人广场舞分站赛

“双汇杯”河南漯河站、漯河市社区广场
舞大会、漯河市全民健身活动月“千人
同跳广场舞”活动……连日来，我市举
行的一系列广场舞赛事和展演活动展现
了人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
漯河广场舞火爆“出圈”。那么，我市的
广场舞文化为何出彩？近日，记者对此
进行了采访。

深受市民喜爱

5 月 25 日晚，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在沙澧河风景区（黄河路沙河大桥
附近），大大小小几支广场舞团队舞动起
来。伴随着欢快的乐曲，队员们舞步轻
盈，吸引了过路市民围观或加入其中。
记者注意到，这些广场舞团队跳的舞蹈
有的动作简单，有的融入了现代舞或古
典舞元素，还有的以律动、拉伸为主，
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加入
队伍。

不仅在此处，每当晨光熹微或是华灯
初上，我市的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人们跳
广场舞的欢快身影。一个音响、一片空
地，大家通过广场舞跳出了好身体和好心
情，也圆了文艺梦，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广场舞既锻炼身体还解压，我每天
都要来跳一个小时。”常在沙澧河风景区
跳广场舞的市民刘燕告诉记者，“每天只
要到跳舞的时间，我的身体就想动起
来。”

和刘燕一样，召陵区翟庄街道东方社
区夕阳红广场舞蹈队的徐阿姨也是广场舞
的忠实粉丝，跳广场舞已经近十年了。

“跳舞以后，我的体重减轻了，生活规律
了。”徐阿姨说，广场舞已经成为她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广场舞教练越来越多

广场舞在我市已发展二十多年，很多
市民都发现身边多了一批综合素质较高、
扎根基层的教练，且人数逐年增加。

5月24日，在源汇区泰山中路社区舞
蹈室，伴随着背景乐《黄河的源头在哪
里》，国家级社会体育辅导员、漯河市广
场操舞协会主席陈凤云正在指导舞蹈队员
练习健身秧歌。队员们手持彩色的扇子，
随着节奏翩翩起舞。

今年66岁的陈凤云已经义务教舞蹈
二十多年。“退休前，我利用业余教大家
跳舞。退休后，教大家跳舞成了我的第二
职业。我教跳舞不限场地，只要群众有需
要，我就教。”陈凤云说，多年来，她教
的学员累计超万人。

丁云霞是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平时
对召陵区翟庄街道东方社区舞蹈队进行指
导。“我教广场舞近二十年了。眼看着跳
广场舞的人越来越多，我越教越有劲
儿。”丁云霞说。

“我们每年都要对社会体育辅导员进
行培训，提升他们的舞蹈水平和技能，并
组织他们到社区、乡村培训广场舞爱好
者，让他们不仅会跳还会教。”市体育局
群体科科长康晓军告诉记者，他们每年都
会组织优秀体育指导员开展“走基层送健
康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进行展演，影响和带动更多的
人喜欢广场舞。

赛事精彩纷呈

5月9日，2024年全国老年人广场舞
分站赛“双汇杯”河南漯河站在漯河医专
新校区体育馆开幕。来自安徽、陕西、浙
江以及河南省各地的33支代表队共500
余名运动员参加。

“这是我市近年来承办的最高规格的
老年人体育赛事。从赛前、赛中到赛后，
我市安排井然有序，组织专业，服务周
到，向全国的老年朋友展现了漯河人的风
采，得到与会者的广泛称赞。”提及比
赛，市老年体协秘书长刘元龙激动不已，

“本次比赛共吸引国内外近千人会聚漯
河，形成了餐饮、娱乐、交通、住宿、旅
游等方面的消费需求，赛事与旅游产业的
联动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大赛的举办，也
对我市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提升城
市知名度和影响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

每年，我市都会围绕广场舞举办各类
赛事，不断激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的
热情。通过一系列举措，我市广场舞发展
越来越好，赛事不断，影响力越来越大。

据市文化馆副馆长马晓晴介绍，自2012
年以来，我市的广场舞走在全省乃至全国
的前列。在去年的河南省艺术广场舞大赛
中，漯河代表队获得一等奖。自2016年
起，我市每年举办一次艺术舞大赛，群众
参与的热情高涨。

各类广场舞赛事、展演促进了队员之
间的交流和互动，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
同时为广场舞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广场舞层次化发展

据了解，从2016年开始，我市广场
舞开始转型，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动作，
形成了层次化发展——一类是群众易于
学习的基础健身活动，一类是更具有艺
术性、欣赏性、展示性的文化活动。目
前，一些广场舞队已经开始自己编创舞
蹈，融入爵士、古典舞等元素，颇受群
众欢迎。

今年5月以来，源汇区老街街道受
降路社区舞蹈队十分忙碌，先后参加
了源汇区广场舞大会、漯河市社区广
场舞大会、2024 年全国老年人广场舞
分站赛“双汇杯”河南漯河站等活
动。“我们跳的舞蹈有些是规定套路，
有些融入了秧歌、古典舞等元素。”受
降路社区舞蹈队队长李静华告诉记
者，“舞蹈队的很多舞蹈是袁新爱老师
编排的。她带领我们感受广场舞的魅
力、感受创作的乐趣，也让我们的舞
蹈独一无二。”

市文化馆副馆长马晓晴是“幸福漯河
健康舞”的编舞。2013年“幸福漯河健
康舞”被列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示范项目。她告诉记者，“未来，我们
将创作编排更多形式多样的广场舞，让更
多群众接受专业的舞蹈培训，满足他们的
文化生活需求。”

大赛展风采 舞出健康来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西门外放罢了催阵炮，

伍云召我上了马鞍桥；打一杆
雪白旗空中飘，那里上写着提
兵调将伍云召……”6 月 1 日
晚 7 时 45 分，漯河市豫剧艺
术中心东门处，来自郾城区
的戏迷王结实在舞台上荡气
回肠地演唱了 《南阳关》 选
段，赢得台下千余名观众的
热烈掌声。

“我是豫剧唐派戏迷，平时
经常练嗓子，今天有幸得到剧
团专业老师的指导并在专业剧
团的乐队伴奏下上台亮相，实
在是太开心了！”走下舞台后的
王结实激动地说，“今天本来是
在会展中心玩，朋友说市豫剧
团在这里有百姓大舞台，可以
上来一展才艺，我们就来了。
没想到我还是第一个登台演唱
的戏迷。”

当 晚 ， 市 豫 剧 团 、 市 戏
剧家协会和郾城区戏剧家协
会共同主办的百姓大舞台热
闹开唱。一曲曲大家耳熟能
详、百听不厌的经典戏曲名段
被市豫剧团专业演员和台下戏
迷轮番精彩演绎，现场观众的热
情被迅速点燃，掌声、叫好声不
绝于耳。大家纷纷为表演者送
上真挚的赞美和鼓励，现场气
氛非常热烈。演出中，专业演
员还向戏迷传授演唱技巧、介
绍有关戏曲知识，向观众讲解
戏曲文化。

当天晚上，家住市区交通路
南段大荆庄村的薛先生不到7点
就开车带着父母赶到了活动现
场，此时舞台前已坐满了戏迷。
他说：“去年我就经常带着爱看
戏的父母来这里。今年听说百姓
大舞台开始了，我们肯定不能错
过，所以又过来了。这个活动实
在是太好了！希望能一直坚持下
去，成为我市群众文化活动的一
个品牌。”

市豫剧团国家二级演员刘燕

玲唱罢《朝阳沟》选段后，也深
深为市民的热情所感动。她
说：“家乡的父老乡亲这么喜欢
戏曲、喜欢漯河市豫剧团，给
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以
后我将更加努力提高演出水
平，用饱满的精神为群众演
出，也会经常登上百姓大舞台
与戏迷互动交流，共同提高进
步。”

“每期百姓大舞台都有很
多 戏 迷 踊 跃 报 名 登 台 唱 戏 ，
名 额 早 早 就 报 满 了 。 现 在 ，
这里不但是广大戏曲爱好者
交流的平台，而且实现了专
业文艺工作者与业余文艺爱
好者的互动，使戏曲爱好者充
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艺。”市豫剧
团业务主任岳闪闪告诉记者，
百姓大舞台是一个没有围墙的
大剧场，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演
出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丰
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为广
大市民打造了一个展示多彩
生活、呈现文明风尚的大舞
台。

百姓大舞台为百姓而建、让
百姓受益。市豫剧团团长、市戏
剧家协会主席宋德甲表示，百姓
大舞台使文化活动有场所、文明
实践有阵地。百姓大舞台作为公
共文化服务的有效载体，在持续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
时，不断涵养新风正气、凝聚
奋进力量，传递积极向上的社
会价值观，营造了积极向上的
社会氛围，提升了城市文化品
位。

据介绍，百姓大舞台作为
一种群众性、自发性、公益性
的文化活动，2023 年 7月推出
后吸引大量市民参与，得到群
众的追捧和喜爱，丰富了群众
的文化生活，普及了戏曲知
识。今年，百姓大舞台活动将
持续到10月，漯河的戏迷每周
六晚上都能享受到一场精彩的
文化盛宴。

百姓大舞台
漯河戏迷的文化盛宴

谢传月的竹雕作品。 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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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晚，市民在会展中心广场跳广场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