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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绘食尚·妙笔颂华章——
河南省“与人民同行”美术作品精品展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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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澧饮食文
化》栏目。

栏目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的

美食，探寻有关沙澧饮食文化的
民间故事和传说，反映百姓生活
的浓浓烟火气；与美食相关的非

遗、老字号及老手艺，介绍其不
断 传 承 发 展 的 制 作 技 艺 ； 从 古
籍、地方史志、诗词、民谣记载
的漯河美食中，发现传统饮食蕴
含的深厚文化。

稿件要求 1500 字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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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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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震
“鼓槌拿高一点儿，把腰扭起

来。”5月23日傍晚，在召陵区东城
街道桂王村文化广场，桂王村民间文
艺队负责人、70岁的康俊华正在给
队员们纠正动作。在今年2月举办的
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中，桂
王村民间文艺队表演的《百花齐放》
被评为优秀展演作品。

说起和腰鼓的缘分，康俊华告
诉记者，她从小就喜欢打腰鼓，后
来跟一位老艺人学习，从此便与这
项传统民间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0年的一天，吃过晚饭的康俊华
在村里散步时，看到一群和她年龄
相仿的人在广场上打腰鼓。听到那
熟悉又亲切的鼓点声，康俊华很激
动。于是，趁着这群人休息时，康
俊华上前背上腰鼓，拿起鼓槌敲了
几下。没想到，小试身手的康俊华
竟被这群人围了起来。原来，这群
人学了近一个月，仍只会敲出节
奏，见康俊华背起腰鼓可以变换花
样地敲，就想让康俊华教她们。在
这群人的劝说下，康俊华在这支临
时组建的腰鼓队里当上了队长。

“在那年村里的文艺晚会上，我

们表演的节目热闹、喜庆，令全场震
撼。”康俊华说，得到村民们的肯定
后，她们的兴致越来越高，便组建了
桂王村腰鼓队。

打腰鼓耗费体力，难度较大，想
打好并不容易。为此，康俊华邀请打
腰鼓水平不错的村民关春月一起教队

员们打腰鼓。
在把自己掌握的打腰鼓技巧传

授给队员们的同时，康俊华也不断
学习、提高。她经常买来有关腰鼓
教学的影碟，先是自己在家“吃
透”，然后再放给队员们看，和她们
一起练习。

2009年，桂王村村民自发组建
了一支舞蹈队，跳广场舞、扇子舞
等。一天，舞蹈队负责人张彦丽找
到康俊华商量：“咱们两支队伍队
员都是年龄相仿的女性，要不‘二
合一’，组建成一支队伍？”两人一
拍即合。从此，桂王村的腰鼓队和
舞蹈队合并，成立了桂王村民间文
艺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张彦
丽有了大胆想法，在打腰鼓中融入
扇子舞、绸带舞，增添喜庆氛围。
在编排腰鼓的过程中，张彦丽注重
保留传统腰鼓的风格，适当加入现
代打击乐和舞蹈动作，提高成套动
作的视听效果，让传统腰鼓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如今，我们的队
员有70多人，从单一的腰鼓表演，
到现在划旱船、广场舞、扇子舞
等。”张彦丽说。

“我们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和
比赛，还得过不少奖。”张彦丽说，
桂王村民间文艺队先后荣获召陵区广
场舞大赛三等奖、2024年全国老年
人广场舞分站赛“双汇杯”河南漯河
站自选套路优秀奖、召陵区民间艺术
展演最佳展演奖等。

红绸飘舞腰鼓响 文艺表演欢乐多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近日，源汇区问十乡骆坡村热闹

非凡，吃过晚饭的村民们搬着凳子到
村中央临时搭建的戏台前兴高采烈地
等大戏开场。记者了解到，骆坡村有
着悠久的戏曲历史，被称为“梨园

村”。去年，村民们自发成立了问十乡
梨园曲剧团。

5 月 14 日晚 7 点 30 分，随着一
声锣响，演出正式开始。当晚演出
的剧目是曲剧 《天河记》，是以牛郎
织女的传说为题材改编而成的传统

剧目。台下村民看得津津有味，纷
纷鼓掌。

“他们唱得真好，演出很专业，为
他们点赞。”前来看戏的村民赵燕玲激
动地说，这些演员都是同村人，也是
同龄人，看他们登台演出，自己也有
上台试试的想法了。

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演员蒋兰
荣很高兴。“我学唱戏三年，演出时父
老乡亲都很支持，很有成就感。”蒋兰
荣高兴地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唱戏，
这几年又跟着村里的老演员学习，进
步很大。

“这几天村里热闹得跟过年一
样。”村民王颜玲说，骆坡村是远近有
名的“梨园村”，最近几天剧团在村里
唱戏，附近村庄的人都来看戏，声势
越来越大。

骆坡村有 1800 余人，算是个大
村。说起村里唱戏的历史，剧团负责
人骆自合娓娓道来，100多年前，骆坡
村的戏曲、舞狮、划旱船等远近闻
名，家家爱听戏、人人会唱几句是刻
在村民骨子里的文化基因。20世纪40
年代，村里出了专业戏曲演员周新
正、周国卿父子。在周新正父子的组
织下，村里组建了剧团。大家平时忙
农活、搞生产，农闲时唱戏，不仅能
演 《丁郎认父》《双状元》《阴魂告

状》《铡太师》 等经典剧目，还能演
《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等现代
剧。1984年，周国卿退休后，在骆坡
村开办了戏校，最多的时候有60多名
学员。

近些年，由于外出务工的村民
增多，骆坡村的剧团也逐渐沉寂，
但村民们依然保留着爱唱戏的传
统。去年，在村民们的支持下，骆
坡村成立了问十乡梨园曲剧团，更
新了演出设备和服装道具，加班加
点排练了十多个节目。今年春节期
间，问十乡梨园曲剧团受邀外出演
出二十多场，收获了大批粉丝。

“不是我吹牛，俺村村民受戏曲文
化的熏陶，吹拉弹唱的能人很多，人
手不够时，随便拉出来一个就能上
场。”骆自合自豪地说，剧团里拉弦
子、打鼓、敲锣的都是村里的人，年
轻的30多岁，年纪大的近七旬。

骆坡村党支部书记刘宾告诉记
者，作为源汇区“文化兴村”的典
型，目前，村里正在谋划将戏曲文化
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打造戏曲体验
游路线，让方寸戏台成为展示乡村文
化自信的窗口。今年4月初，源汇区在
骆坡村举办了2025年文艺骨干戏曲培
训班，让村里的戏曲爱好者通过学习
进一步提升了演唱水平。

草根剧团带火乡村文化

■见习记者 李沛真
稳健的台风，地道的唱腔，举手

投足间尽显豫剧的独特韵味。5月17
日，来自舞阳县的4岁半萌娃章皓程在
2025年第22届河南省少儿戏曲小梅花
大赛中获得金奖。

比赛中，章皓程凭借豫剧经典剧
目《朝阳沟》中栓保的精彩唱段惊艳
全场。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但舞
台上的章皓程丝毫不怯场。谁能想
到，章皓程正式学习戏曲还不到一年。

章皓程小小年纪就展现出独特的
戏曲天赋。“他喜欢看名家的戏曲唱
段，还经常跟着模仿。”章皓程的指导
老师高小娜告诉记者，章皓程不仅熟
知李树建、金不换等河南戏曲界的名
家，还对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

一次偶然的机会，章皓程的姥爷
带着他到舞阳县文化馆玩耍，遇到了
馆长苗辉。章皓程的戏曲天赋引起了
苗辉的注意。“这么好的苗子，应该跟
专业的老师学习。”苗辉说。在苗辉的
推荐下，章皓程进入舞阳县高师联盟
培训中心戏曲班学习。

“这孩子学习能力超强，特别喜欢
琢磨。”谈起章皓程，高小娜难掩骄
傲，“刚开始一句一句教，一个字一个

字纠正他的口型和发声。”为了让章皓
程能够唱出地道的豫剧味，高小娜从
字音入手，先让他用河南话念熟台
词，做到字正腔圆，再配合音乐练
习。“他乐感和节奏感很好，进步很

快。”高小娜说。
在舞台表演方面，从台步到动

作，从眼神到身姿，章皓程悟性很
强，总能迅速领会老师的用意。钉子
步、收腹挺胸、眼神要有戏、胳膊撑

开不能垮等戏曲表演的要点，小皓程
都牢记于心，音乐响起便能瞬间入
戏，牢牢抓住观众目光。

谈及此次参赛，高小娜坦言，她
最初只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想带孩子
见见世面，跟优秀的参赛选手以及戏
曲名家多交流，也了解组委会对教学
的新要求。没想到，章皓程表现出
色，一举斩获金奖。这一成绩不仅是
对小皓程努力的认可，也彰显了舞阳
县文化馆在少儿戏曲人才培养方面的
显著成效。

在舞阳县高师联盟培训中心戏曲
班，像章皓程这样热爱戏曲的孩子还
有十几个。“学戏曲很苦，唱、跳、表
演样样都得学，还得练好基本功。”高
小娜说，在比赛时看到许多优秀选手
多才多艺，书法、绘画等样样精通。
这给了高小娜很大的启发，为她以后
的教学指明了方向。

对于章皓程的未来，高小娜有着
清晰的规划：“在保证孩子文化课学习
的前提下，我会继续加强他戏曲基本
功的训练。”同时，她也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弘扬传统戏曲文化，挖掘出
更多像章皓程这样的戏曲好苗子，把
传统戏曲传承下去。

章皓程：“小梅花”绽放豫剧舞台

桂王村民间文艺队表演《百花齐放》。 受访者供图

章皓程在比赛中。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5月23日
晚7时许，西城区月湾湖广场上，由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
的“梨园雅韵 戏聚万家”优秀戏曲展
演正式开演。全市9支民间文艺团队的
近40名戏迷轮番登台，为市民献上一
场接地气、有烟火气的传统艺术盛宴，
也为第十五个全民艺术普及周增添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演出以豫剧《打銮驾》震撼开场，

紧随其后的是豫剧《新白蛇传》游湖一
折，现场喝彩声、鼓掌声此起彼伏。

“这次参加展演的演员90%都是咱
漯河本土的民间文艺爱好者。”市文化
馆负责人介绍，活动筹备以来，吸引了
9支文艺团队报名。

我市第十五个全民艺术普及周活动

9支民间团队参加优秀戏曲展演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5月23日
至25日，河上街景区第三届古玩交流
会举行。300余家参展商、1000余名来
自全国各地的藏友齐聚一堂，让这条古
街变身“寻宝乐园”。

记者在现场看到，交流会以自由市
场展览交易为主，十余类古玩珍品在百
米长街依次铺开：有泛着温润光泽的和
田玉牌，有刻着吉祥纹样的老银锁，还

有明清瓷片及民国时期的报纸、邮票
等。藏友们穿梭于琳琅满目的古玩中，
或驻足品鉴，或热烈交流。

据了解，不同于传统展会，本届
古玩交流会 90%的参展商是个体藏
家，为古玩爱好者和收藏者搭建了信
息互通、交流学习的平台，助力我市
古玩交易市场迈向规范化、有序化发
展新阶段。

河上街景区
第三届古玩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5月22日，
市文联指导、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与人
民同行”漯河市第二届正体书法展在河
上街景区中州红色记忆美术馆开幕。

4月2日征稿通知发出后，全市书
法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积极创作投稿。
截至4月30日，主办方共收到作品150
余件，共评出优秀作品16幅、入展作
品74幅。参展作品风格多样，既有端

庄典雅的唐楷、古朴浑厚的汉隶，又有
严谨工整的小篆，充分展现了我市书法
家扎实的笔墨功力和对传统书法的深刻
理解。

此次展览不仅是对我市正体书法创
作的一次集中展示，还是一次“与人民
同行”的文化实践，是市文联2025年
惠民文化演出、展览、展示系列活动之
一。

市第二届正体书法展开幕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吸引众多戏迷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