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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唱戏14年，经常和朋友义务演出，65岁的龚金海说——

“大家一起唱唱戏，什么烦恼都没了”

□文/图 见习记者 党梦琦

65岁的龚金海家住临颍县台陈镇龚
庄村，热爱戏曲的他，利用农闲时间自
学唱戏已有 14 年，10 月 9 日还参加了

《梨园春》 节目录制。10 月 16 日上午，
记者采访了龚金海。

参加节目录制 圆了一个梦

“《梨园春》栏目组给我打电话，让
我参加戏迷擂台赛的时候，我正在地里
砍辣椒呢。”说起 10 月 9 日参与节目录
制，龚金海还带着些许激动。

龚金海告诉记者，自从学习戏曲以
来，他一直想登上《梨园春》舞台，展
示自己的戏曲唱功。2017年年底，他听
说《梨园春》节目组到平顶山市组织海
选，便让儿子开车带他前去参加。没想
到到了地方，工作人员告诉他，报名已
经截止了。

“我想着跑那么远去了，不能白跑一
趟啊，最后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海选的
时候让我最后上去表演。”龚金海说。

“接到我入选擂台赛的电话后，我
就认真准备起来，录制节目那天我表
演了 《做一个问心无愧的共产党员》，
见到了好几位戏曲大师，也听了他们
对 我 的 点 评 。 能 够 到 《梨 园 春》 表
演，我特别骄傲，这次也是圆了我一
个梦。站在大一点的舞台上，更加真
切地感受到了戏曲的魅力。”龚金海

说。

热爱戏曲 51岁时重新拾起

龚金海告诉记者，他年轻时就喜欢听
戏，也喜欢唱戏，但一直没有经过专业训
练。通过收音机学习了样板戏，每次公社
有活动，他就会上台表演。“后来因为各
种原因，这个爱好中断了很多年。”龚金
海说，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关系，一直到
2004年，51岁的他从新疆打工回来，才重
新拾起对戏曲的爱好。

龚金海的妻子毛月梅今年64岁，说
起龚金海爱唱戏，她告诉记者一件有意思
的事。“我娘家是台陈镇毛庄的，跟金海
家只隔四五公里。俺俩处对象的时候，因
为他经常上台唱样板戏，俺村的人一见我
就喊我‘样板戏’。”毛月梅笑着说。

出于对戏曲的热爱，14年来，龚金
海每天坚持训练嗓音。龚金海有一个小
小的收音机，他经常随身携带。在地里
干活儿的时候，不管忙闲，他都不忘记
跟着收音机里的伴奏哼唱几句，有时情
不自禁就摆起了动作，认真起来和专业
的戏曲艺人没有什么区别。

龚金海的大儿媳何艳华告诉记者，
公公非常热爱戏曲，为此家人为公公添
置了两个音箱和一台电子琴。

义务演出 传递快乐

如今，龚金海在临颍县一家公司担
任门卫的工作，在门卫室里，摆放着一
个电子琴和一个小音箱。应记者的要
求，龚金海弹奏电子琴，为记者表演了

《白毛女》 选段，唱腔圆润，吐字清
晰，虽没有办法进行肢体表演，但龚金
海表情丰富，不禁让人鼓掌叫好。

“再来一段吧，没有听够。”表演结
束后，记者发现，门卫室门口驻足着两
名工作人员，原来她们碰巧经过此处，
听到龚金海在唱戏，便停下听了起来。

在同事的介绍下，龚金海还加入了
“南街村戏迷协会”，每周六的晚上，龚
金海都会和协会其他成员一起，为附近
的居民义务表演节目。每一场演出，他
都精心准备，演出时精神饱满，力争演
出效果最好。“唱戏是最让我高兴的
事，有人愿意听更是对我的肯定，何乐
而不为。”龚金海说。

因为戏曲，龚金海结识了很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唱唱戏、聊聊
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龚金海说。

龚金海。

□本报记者 杨 光

每年秋季，观赏红叶是市民赏秋
的重要主题，我市沙澧河风景区种植
有很多观赏树种，目前一些树叶已经
开始发红、发黄，这吸引了不少市民
驻足欣赏。沙澧河风景区的秋景什么
时候最美？沙澧河建管委园林工程师
朱洪涛介绍说，今年我市赏叶时间大
概在 10 月底至 11 月初，可能比去年
要晚一至两天。

10月18日，记者了解到，我市沙
澧河风景区种植的树种有红枫、三角
枫、五角枫、枫香树、银杏、乌桕、
重阳木等，其中以银杏和红枫居多，
银杏主要用作行道树，红枫一般会种
植在银杏树的后排。

“今年气温比往年低，可能会晚一
两天，11 月 1 日至 5 日是最佳观赏时
机，观赏时间持续一周左右，如果雨水

多，湿度大，温差大，红叶会更加红
艳。”朱洪涛说。

朱洪涛介绍，银杏是沙澧河风景
区种植数量最多的树种，分部十分广
泛，按照树龄来说还属于小树，预计
11月中旬达到最佳观赏期。重阳木在
太行山路澧河桥和太行山路沙河桥西
边南岸有成片分布。

记者了解到，我市还有一些古树
被保护的很好，树冠高大，每到秋季
树叶变黄，有很强的观赏性。其中源
汇区沙河南岸老虎滩公园有两棵 150
年的三角枫，郾城区龙城镇化身台寺
有一棵 600 年的银杏树，召陵区姬石
乡宋寨村有一棵 300 年的银杏树，舞
阳县文峰乡白果树村有一棵 300 年的
银杏，舞阳县辛安镇吴堂村东有一棵
300 年的银杏，临颍县杜曲镇岗张小
学校园内有一棵 500 年的银杏，临颍
县台陈镇王曲学校有一棵700年银杏。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10月17日下午，在临颍县上班的
市民郭先生给记者打来求助电话，称
同事捡到了一只鸟，感觉像是国家保
护动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郭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同事10月
17日上午下乡进行“三秋防火”工作
时，在临颍县岗石村的菜地里发现了
一只鸟。“它趴在那一动不动，人走
近了也不飞，我们不知道它是生病了
还是怎么了，就把它带回来了。”捡
到鸟的石先生告诉记者，捡到这只鸟
时，时间是上午11点半左右。把鸟带
回单位后，有同事讨论说，这只鸟可
能是国家保护动物。

随后，记者将这只鸟的照片发给
了我市动物园相关负责人梁新星。梁
新星表示，这只鸟学名白骨顶鸡，属
于国家三有 （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 保护鸟类，全身黑
色，仅嘴巴和额甲为白色，在我市沙

河水面上，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到。该
鸟一般不易被人抓到，他推断该鸟应
该是体弱或者生病，才会在田间被人
轻易捡拾。梁新星建议，郭先生可向
临颍县森林公安局求助。

记者向郭先生反馈后，郭先生拨
打了临颍县森林公安局电话，民警很
快赶到郭先生的单位，将这只鸟接
走。据了解，民警将会对这只鸟进行
救治，然后放归自然。

白骨顶鸡落难 市民捡到救助

枫叶红 银杏黄

我市最美秋景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