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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见习记者 张 赢
5月3日，漯河市首届非遗展演年活

动五月第一场展演——“曲艺流芳”在
西城区万达广场金街外场举办。市豫剧
团国家二级演员时金和走上舞台，为观
众带来沙河调经典曲目 《白莲花》 唱
段。

“唱得太地道了！”“好久没听到这么
原汁原味的沙河调唱腔了。”台下观众时
而屏息凝神，时而轻轻点头。时金和唱
罢，掌声如潮水般涌来。

随后，临颍县南街村艺术职业学校
的学生们带着经典革命样板戏 《红灯
记》登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孩子
们身着戏服，眼神坚定，用稚嫩却有力
的嗓音诠释着革命先辈的精神。台下，
不少观众跟着哼唱。

展演现场，非遗推广大使、省古琴
学会理事、市琴筝协会主席、市级古琴
艺术（河南九嶷派）传承人秦艳晖，身
着一袭粉衣端坐琴前，演奏了《半山听
雨》。

紧接着，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
级非遗项目豫剧（沙河调）代表性传承

人陈守凯阔步登台，带来沙河调经典曲
目《黄鹤楼》唱段。余韵未散，临颍县
南街村艺术职业学校的学生们身着鲜艳
戏服再次登场，带来传统戏曲 《抬花
轿》的经典唱段。孩子们灵动的眼神、
轻盈的台步，将剧中人物演绎得活灵活
现。

随着演出告一段落，金街舞台瞬
间化作活力课堂。陈守凯、时金和两
位老师变身为戏曲导师，现场教授孩
子们戏曲技艺。“握枪要稳，出枪要
快。”两位老师手持红缨枪，利落展示
刷枪动作，引得孩子们发出阵阵惊
叹。孩子们争先恐后尝试，练得有模
有样。

这场非遗展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
化生活，还为万达广场金街带来了人气
和消费活力。“假期前还发愁带孩子去
哪儿玩，现在好了，家门口都可热
闹。”市民王先生一手抱着女儿，一手
拎着刚买的文创折扇说。他身旁的妻子
晃了晃手里的购物袋，接过话茬：“看
完演出还可以逛商场、品美食、看电
影，可美！”

古韵新声汇商圈 非遗流芳润民心
——漯河市首届非遗展演年活动五月第一场展演侧记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5月1日上
午，在西城区万达广场，以“艺韵沙
澧·乐游‘五一’”为主题的漯河市文
联系统艺术展演周活动拉开帷幕。

演出中，来自全省的曲艺家为观众
带来乐曲《百鸟朝凤》、河南坠子《西游
记》、山东快书《闯红灯》等节目，引得
观众阵阵掌声。

据了解，这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
指导，市文联主办，市曲艺家协会承
办。“五一”假期，活动方在西城区万
达广场设主会场，在各县区设分会
场。展演活动邀请了中国曲艺牡丹
奖、河南曲艺牡丹奖得主及专业文艺
团队和民间艺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
曲艺盛宴。

小演员们在表演戏曲节目《抬花轿》。

→5月3日，由市儿童文化艺术协会主办、市文联协办的街舞文化艺术节在西城
区万达广场举行。 见习记者 张 赢 摄

市文联系统艺术展演周活动启幕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5 月 1日
晚，位于双汇广场东北角的漯河市全民
健身中心广场上热闹非凡，为期五天的
2025 年漯河市老年体协“庆‘五一’
送健康中医夜市”在这里正式拉开帷
幕。

活动现场，市老年体协的舞蹈队
丰富多彩的节目演出，吸引了大量市
民围观。广场上的中医夜市设置有专
家义诊区、中医特色体验区、儿童身
高体重管理区、中西医结合减重与营

养区等，不少市民正在向专家咨询，
并参与体验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
中医特色疗法。

现场的体卫融合健康筛查服务
车仅用几分钟时间，就能对体验者全
身器官功能状态以及恢复能力作出评
测，并提供健康管理建议。“逛夜市查
健康，是件新鲜事。”市民李女士说，
这种设备能够让大家了解自身的健康
状况，又能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感
觉很实用。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5月1日，
源汇区干河陈街道携手清河相声社，为
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一线劳动者举办
了一场免费相声演出。演出以“笑声致
敬劳动者”为主题，通过传统曲艺讴歌
劳动者。

青年演员张科举带领演出团队，聚
焦劳动者日常生活，创作多个作品。其
中，相声《漯河叫卖》引发观众强烈共
鸣。

演出逗得现场观众喜笑颜开，欢快

的掌声响个不停。“都不敢开小差，生怕
错过哪个笑料，跟看电视的体验可完全
不一样。”环卫工人陈爱花说。

环卫工人崔惠珍表示：“平时难得有
机会看演出。今天的节目既有趣又贴近
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对一
线劳动者的关爱和尊重。”

作为扎根漯河的本土曲艺团体，清
河相声社近年来持续与街道、工会联
动，通过“曲艺进乡村”“曲艺进学校”
等形式服务各类群体。

说学逗唱致敬劳动者“健康夜市”陪伴 欢度“五一”假期

■本报记者 孙 震
在田园民宿细品农家风味、去乡村田

野赴一场花海之约、择一处静谧院落享悠
然时光……“五一”假期，众多游客到临
颍县瓦店镇大李村享受假期时光。

眼下的大李村仿佛置身于花海之中，
各类鲜花应季盛开，满枝的芬芳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打卡。“我们是专门过来拍照的。
月季花和蔷薇花开得正艳，拍的照片特别
好看。”5月1日，来自周口西华县的游客
李英得知大李村的月季和蔷薇花开正盛，
专程带着家人一起来游玩。

“生菜长得多水灵，今晚可以让厨师炒
着吃。”在村东边的共享菜园，家住漯河市
区的夏女士正带着孩子一起拔生菜，“趁着
假期带着孩子来游玩，顺便体验体验劳动
的快乐。”

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大李村第一书记喜
成斌介绍，这片共享菜园由村集体经营管
理，今年首批开发了50余块菜地，每块菜
地占地45平方米。租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
种植时令蔬菜和瓜果，村里负责管理并提
供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和锄头、铁铲等
劳动工具。共享菜园还规划了浑水摸鱼体
验区、观景台等，集蔬菜种植、农事体
验、娱乐休闲于一体。

“‘五一’假期，村里推出多项优惠
活动，采摘的蔬菜可以在村里的农家乐免
费加工；村里免费为游客提供宿营地；农
家乐为70岁以上老人提供售价两元钱的套
餐，包含菜馍、油馍和粥等。”喜成斌说。

夜幕降临，在村里打卡拍照、体验劳作
或康养理疗的游客纷纷涌入农家乐品尝农家
美食。“农家乐由老屋改造而成。游客既可

以在院子的树荫下一边赏花观景一边吃饭，
也可以在古朴的房间里用餐。”农家乐负责
人介绍。

“我们在村里拍照打卡，做康复理疗，
一日三餐在农家乐吃，地锅鸡和一些叫不
出名的青菜及油馍真好吃。我和朋友准备
在这儿多住几天。”来自郑州的张红梅和记
者分享了她的快乐。

“五一”假期游客增多，也带动了村民
增收。每天饭点时段，村民李秀盘就会在
农家乐里烙油馍、菜馍售卖。“村里提供场

地和水电，李秀盘负责原材料和制作，所
得收入都归她。”喜成斌介绍，管理共享菜
园的工作人员、农家乐的服务员都是本村
的村民，他们一天收入在70元左右。

近年来，大李村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
突破口，盘活闲置资源，深挖乡愁文化，
按照“文旅+研学+餐饮+康养”的发展思
路，打造了共享菜园、农家饭馆、中医文
化园等，采取“村集体+平台公司+经营主
体+农户”方式，实现三方利益共享，带
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

大李村：特色田园乡村游走热

5月4日上午，2025年漯河市全民健身活动月启动仪式暨豫
中南传统武术邀请赛在市体育中心开幕。来自我市及平顶山市、
许昌市、周口市、驻马店市的500名传统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
以武会友，共享这场全民健身与传统武术的盛宴。本次活动为期
两天，由市体育局主办，市体育总会和市武术协会承办。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你们村的集体经济项目前
期是如何进行申报审批、评估
验收的？项目如今是否投产？
收益是如何管理的？”日前，临
颍县纪委监委工作组深入大郭
镇胡桥村，围绕该村的集体经
济项目经营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今年以来，临颍县纪委监
委将乡村振兴产业项目运行管
护纳入日常监督范围，联合县
农业农村局成立工作专班，聚
焦项目申报审批、实施运营、
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资产管理
和收益分配使用等关键环节，
对全县16个乡镇（街道）41个
乡村振兴经营类项目（含扶贫
车间） 实施情况开展全面排
查，重点排查“一建了之”、闲
置浪费等问题。对排查中发现
的项目运行管理监督不到位、
效益不理想等问题，及时向相
关部门和乡镇制发纪检监察建
议书，推动深挖原因、精准整
改。

近年来，该县纪委监委立
足新形势、新任务，创新监督

方式，加强对乡村振兴政策落
实、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等情
况的监督检查，保障乡村振兴
项目建设廉洁高效。整合基层
监督力量，积极发挥村务监督
委员会“前哨”作用，紧盯项
目资金的民主决策、管理使用
等关键环节，对乡村振兴重点
建设项目“贴身”监督。聚焦
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中暴露的

“三资”管理问题，印制“三
资”监管“十条禁令”，建立
县、乡、村三级联动核查机
制，用好智慧监督平台。2024
年，该县纪委监委通过智慧监
督平台发现并及时纠正不规范
合同78份，结合会议记录核查

“三重一大”问题线索7条。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乡村

振兴各项任务贯彻落实情况深
入开展监督执纪，坚持严的基
调，织密监督网，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张苗苗 滕怡恒

临颍县纪委监委:
加强乡村振兴产业项目监督

今年以来，临颍县大郭镇
精心谋划，精准施策，全面推
进人居环境整体提升。

精心谋划，夯实整治责
任。大郭镇锚定全员“动”、
全域“清”、全面“净”的目
标，积极构建“党建+人居环
境整治”模式，由村党支部发
动，党员干部率先行动，带动
群众主动参与，聚焦主要干
道、房前屋后、背街小巷等重
点区域，对小广告、杂物、杂
草、生活垃圾等全面进行清
理；积极开展“清河行动”，
集中清理河道沟渠内的垃圾，
修剪沿岸枯枝。

聚焦关键，强化整治成
效。大力推进“荒宅废院”整
治和“四小园”建设，充分整

合荒地、废弃厂房、边角地
等，建设小微公园、公共绿
地；开展村庄水旁、路旁、村
旁、宅旁绿化工作，引导村民
进行庭院绿化，打造小公园、
小果园、小菜园。截至目前，
已累计出动1500余人次，清理
垃圾杂物370处，建设游园4
处，村庄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
提升。

长效管理，巩固整治成
果。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长效管理机制，定期对
各村开展卫生检查，发现问
题当场拍照记录，及时反馈
给相关责任人，并要求限期
整改，确保整治成果得到长
期巩固。

张 琦

大郭镇:扎实推进环境整治

医生为市民诊断。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津津有味看表演。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湖西王村经
济联合社公章、财务专用章及王小四
私人印鉴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5 月 2 日，在漯湾古镇景区，游客将垃圾
扔在景区座椅上。

见习记者 张 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