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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六旬老人“布龙”舞出精彩

□文/图 见习记者 党梦琦

一红、一黄两条色彩绚
丽的“布龙”，分别在两位老
人 手 中 翩 然 游 荡 、 活 灵 活
现。随着老人的动作不时忽
上、忽下、忽高、忽低，“布
龙”蜿蜒翻腾，让人眼花缭
乱，直呼精彩。

8 月 3 日傍晚，在市区沙
澧河交汇处西侧河堤，一种
新颖的“舞龙”方式，吸引
不少市民驻足观看。随后，
记者采访得知，两位老人一
个名叫刘朴选，今年 65 岁；
另外一个名叫吴新光，今年
66岁。

网上看到视频 自己动手制作

刘朴选告诉记者，这种
“舞龙”方式叫做“摆龙”，除
了他和吴新光，还有几个朋
友一起玩，目前在我市还没
有见其他人玩这个。

“我们也是刚刚接触两个
月。”刘朴选说，6 月的一
天，他在网上看到的别人这
样 玩 的 视 频 ， 便 被 吸 引 住
了，随后他将视频分享给了
吴新光和几个经常一起锻炼
的朋友，大家都觉得很有意

思，纷纷表示要学。
记者近距离观察看到，

“布龙”龙身长约10米，亮闪
闪的鳞片，龙头是个直径 10
厘米的不锈钢球，外边套着
一个球状的框。

“ 市 面 上 没 有 卖 这 个
的 ， 这 些 都 是 我 们 自 己 做
的。男的一般用 10 米或者 12
米的，女的短一些 8 米。”刘
朴选说，他们从许昌买来专
门的布料。买回来的布边缘
是平整的，为了让龙看起来
更逼真，就对布料进行了加
工。

“你看这些锯齿状的边，
都是我们用剪刀一个一个剪
出来的。”刘朴选说，为了让

“摆龙”更好操作，他们试了
又试，最终确定用直径 10 厘
米，七八两重的不锈钢球做
龙头，又在外边罩上一个镂
空的球形罩作为装饰。

琢磨技巧 多加练习

“摆龙”道具做好后，刘
朴选和吴新光很快就学会了
操作。“最关键的就是掌握技
巧 ， 要 学 会 用 惯 性 带 动 龙
身。”刘朴选说着，便给记者
演示起来。

只 见 他 一 只 手 抓 着 把
绳，一只手用力向上一甩，
然后整条“布龙”的身子腾
空而起，起伏、翻腾，在阳
光 的 照 射 下 ， 龙 身 金 光 闪
闪，气势非凡。

“刚开始学的时候，可以
把后边的龙身去掉，只用龙
头 练 习 ， 把 基 本 动 作 掌 握
住。”刘朴选说，学“摆龙”
要胆大，不能因为怕被砸而
缩 手 缩 脚 ， 只 要 放 开 了 手
脚，很快就能上手。

吴新光告诉记者，刚开
始学的时候，就是在空中画
数字 8。“我们练习了大概有
两个月，最开始舞起来很费
劲，舞七八下就没力气了，
经过这段时间锻炼，现在我
们每个人能舞动 10 分钟左
右。”吴新光说。

玩出花样 玩出精彩

每天下午5点左右，刘朴
选和吴新光便会带着自己的

“布龙”来到河堤。他们经常
交 流 想 法 ， 希 望 能 将 “ 摆
龙 ” 舞 出 新 花 样 。 休 息 时
间，他们就将“布龙”依次
摆放在草坪上，不少到河堤
乘凉、闲逛的市民被吸引，
碰到感兴趣想学的，他们也
很乐意教。

“我就喜欢玩点新奇的东
西，想要将‘摆龙’玩出花
样，玩出观赏性。”刘朴选兴
致勃勃地说，“摆龙”不仅好
看，而且还能锻炼身体。

“手上用力地时候也要抬
头看看龙呈现出来的姿态，
能同时锻炼到颈椎、手臂和
腰。”刘朴选说。

“既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又锻炼了身体，虽然我老了
退休了，也要活得有乐趣。
下一步我们准备从南阳找一
个 老 师 ， 教 我 们 更 多 的 技
巧，争取将‘摆龙’玩得更
精彩。”吴新光说。

□本报记者 朱 红

8月3日下午，我市30多名
志愿者，来到源汇区大刘镇赵
庄村贫困户陈新建家中，为他
送去现金、纸尿裤、衣物等生
活用品。接过志愿者递来的
3000元现金，陈新建的爱人吕
凤芝不停地抹着眼泪鞠躬致谢。

陈新建今年36岁，家中有
两个儿子和 60 多岁的母亲。
2017 年 7 月，陈新建在回家途
中遭遇车祸，成了植物人。截
至目前，治疗费用已经花了20
多万元，几乎全都是从亲戚朋
友那里一点一点借来的。陈新
建出事后，他的妻子吕凤芝一
直在家照顾，无法外出工作，
家中也没有了经济来源。

记者在陈新建家中看到，
屋里空荡荡的，陈新建躺在床
上，眼神空洞，瘦得脱形。

记者了解到，目前，陈新
建的大儿子该上初一了，每周
的生活费都凑不到；小儿子该
上学前班，学校每学期减免了
1000元，但还有每学期1000元
的学费没有着落。

“2017年年底，陈新建家已
被识别为贫困户。”源汇区大刘
镇赵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刘锋告
诉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跟做公益的朋友说起陈新建的
遭遇，这位朋友就想帮助陈新
建一家。他这位朋友和一些志
愿者积极行动起来，捐钱的
捐钱，捐物的捐物，共筹集了
3000元现金和一些生活物资。

□文/图 本报记者 刘亚杰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艺术这条道路上有些人无师
自通。1984年出生的马珺敏家
住市区滨河路，从小热爱绘
画，如今她成为一名画师，把
中国的国画，画到窗帘上。8
月4日，记者采访了她。

记者采访得知，马珺敏在
杭州一家纺织厂工作，是一名
负责绘制手绘窗帘的画师，她
经常往返于漯河和杭州。

马珺敏告诉记者：“我没有
经过专业、系统的学习，就是
从小对画画感兴趣，在学前班
的时候，报过暑期的培训班，
那时候小也没学过什么，再后
来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
一个美术兴趣班，学了一两年
素描，后来就是自学。”

虽然马珺敏不是美术专业
出身，但在学习绘画上她平时
下足了功夫，通过努力自学，
她熟练掌握了中国画中关于调
色的技巧。

说起现在的工作，马珺敏
告诉记者：“我现在主要负责在
窗帘上打底稿和调色，我把底
稿画好，再把需要的颜料调
好，工人们用小钉子在布上扎
成孔，然后再用生粉之类的撒
上一层，然后就会有一些白
点，能有个大概的形状，这样
就把底稿拓印到了窗帘布上，
其他画师照着底稿就可以直接
画了，有时间我也会画，手绘
的效果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主
要看绘画功底。”

“其实调多了就知道该怎么
加颜色了，关于理论的我没学
过，我只知道红、黄、蓝三原
色，然后当你熟悉了每一种颜

色是什么之后，就知道该加什
么颜色，我调色主要是凭感
觉。”马珺敏说。

“记得小时候最爱画仙女，
那时候爸爸总是给我指点，我
一开始画的仙女脚分的特别
开，我爸爸就说这样不优雅。
从那以后我就学会了注意细
节，这让我明白画的东西首先
得合理，从视觉上是合理的，
同时要多注意细节，这就需要
多观察生活。”

说起画画对自己的影响，
马珺敏说：“最开始画的时候没
有耐心，学习素描时，总去上
厕所，一去一二十分钟，现在
有时候画一幅画需要两三个小
时，画不完都不愿去上厕所，
我觉得这就是带给我的改变，
能让我静下心来有耐心去做一
件事。”

“我经常把画有荷花图样的
团伞送给身边的人，主要是希
望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去做事
情。我现在的目标是在漯河开
一家店，让我画的东西能有更
多人喜欢。”马珺敏说。

□本报记者 朱 红

有人遭遇车祸受伤了，
你会怎么做？是漠不关心地
离开，还是围观？市民刘玉
婷和王晴则选择了将伤者送
往医院。8月3日下午，记者
采访得知，遭遇车祸受伤的
一对母子正在市三院接受治
疗，均无大碍。

8 月 2 日晚上 6 点，开饭
店的市民刘玉婷开车给一位
客户送餐，朋友王晴跟她一
起。当她俩由西向东走到市
会展中心的喜来登酒店南门
时，看到路上围了很多人，
而且还听到了哭声，她俩立
即将车停好，走上前去看到
一名小男孩已经昏迷，一名
女士腿上流着血抱着男孩坐

在 地 上 ， 向 围 观 的 市 民 求
助。

刘玉婷询问得知已经有
人打过“120”，看到救护车
还没来，刘玉婷和王晴便决
定不再耽误时间，抱起孩子
放到自己车上，一路打着双
闪赶往市三院。

8 月 3 日下午，记者在市
三院了解到，受伤的女士姓
常。“当时我儿子昏迷了，我
吓得不行，只记得有两位
女士将我们往到了医院，
还闯了两个红灯。直到现
在我也不知道她俩叫啥名
字，但我从心里感激她
们，等儿子好了，我一定
上门去感谢她俩。”常女
士说。

“当时到医院后，孩

子 的 妈 妈 估 计 是 受 到 了 惊
吓，加上天气炎热，也晕倒
了。玉婷就赶紧帮医生推着
小车，在进行了各项检查后
又把孩子送到了病房，我则
一路举着输液瓶。”王晴说。

刘玉婷告诉记者，8 月 2
日晚上7点多，常女士的家人
得到消息后赶到了医院。她
和王晴一直陪到了晚上9点左
右才离开。

吴新光（右一）和刘朴选（右二）在练习“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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