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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2 月 10 日上午，室外飘着
小雪，召陵区翟庄街道英杨村
村夕阳红艺术团的成员们来到
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室，排着整
齐的队列，敲起欢快的盘鼓，
表达心中的喜悦。

鼓声阵阵增添喜庆气氛

“大年初一我们敲着鼓在小
区转了一圈，大家都说这年过
得真热闹。”英杨村妇女主任、

夕阳红艺术团团长卢秀云笑着
对记者说，现在过年不放鞭炮
了，而是敲起锣鼓，增加喜庆
气氛。

“我打鼓有十几年时间了。
原来村里就有演出队伍，大家
聚在一起打腰鼓、盘鼓，经常
参加比赛，在周边很有名。后
来村子拆迁，队伍就散了。现
在大家都搬到了安置小区，秀
云召集大家重新成立艺术团，
聚在一起打鼓、扭秧歌。”艺术
团成员王春英说，夕阳红艺术

团成立之后，大家共同学习，
队伍越来越壮大。

英杨村村民搬入安置小
区后，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
室让村民们有了更加舒适的活
动场地。艺术团还得到了村里
的大力支持，村里给她们购置
了一些衣物和器材。逢年过
节，或是村里举办活动，她们
都会表演节目。

农村老年人生活丰富多彩

目前，艺术团有三四十名
成员。“孩子们都在忙工作，
我们这些老年人聚在一起，既
开心又锻炼了身体，比在家打
牌看电视强多了。”队员徐爱
花的话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
声。

“我练了盘鼓之后，身体越
来越好了，更重要的是心情变
好了。”今年 66 岁的张女士笑
着说。2018年，张女士和家人
闹了点矛盾，心情抑郁。为了
帮助张女士走出困境，每次排
练卢秀云都喊上张女士，渐渐
地，张女士被这种快乐的氛围
所感染，逐渐走出阴霾，脸上
又绽放出笑容。

夕阳红艺术团吸引越来越
多的村民参与其中。“现在条
件好了，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也
要追寻自己的快乐，‘敲’出
生活新风尚。”卢秀云告诉记
者。

欢快鼓声添喜庆 安置小区真热闹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 习 生 陈 婧

“每年春节都回家过年，
感觉今年格外不一样！”2月5
日是大年初一，阳光明媚。上
午11时许，郾城区孟庙镇潘东
村的潘青山在自家小院中，一
边看着手中孟庙镇致在外人士
的公开信，一边兴奋地说。

47岁的潘青山十几年来一
直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东北
打工。“那儿天气冷，大家都不
愿意去，工作相对好找一些。”
潘青山说，虽说一直有活干，
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一直
想找一个创业的门路。

潘青山打工期间，经常为
客户安装门窗，他发现一种新
型不锈钢纱窗结实耐用、使用
寿命长，受到人们欢迎。于
是，2018年年初，他回家乡注
册了公司，买了做纱窗的材料
和设备，自己摸索着生产。

虽然潘青山生产的新型不
锈钢纱窗做工精细，但成本较
高，他又没有好的销售渠道，
几个月后，不景气的经营状况

让潘青山心灰意冷。2018年下
半年，他又和家人到东北打工
了。

“今年春节前，为了让在外
务工、有经济实力的村民返乡
创业，镇里向返乡的在外人士
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他们
致富不忘家乡人，用自己的聪
明才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潘
东村党支部书记潘振华说，“今
年春节前，青山回家过年。考
虑到他有技术、有资金，我们就
动员他振作精神，重新启动新
型纱窗生产项目，镇、村将会从
多方面对他进行支持。”

潘青山信心倍增，他开始
认真研究市场，联络亲友，寻
找销售渠道。“这种新型纱窗
现在在市场上还不多见，这就
是 商 机 ， 我 要 抓 住 这 个 机
会。”潘青山告诉记者，过完
年，他就准备招几位村民来做
工、搞销售。

车间大门重新打开了，潘
青山扫去车间的灰尘，把机器
设备擦拭一新，又购进了一批
原料。新的一年，他相信自己
的创业梦一定能实现。

昔日打工养家 今朝返乡创业

□本报记者 尹晓玉

2 月 6 日上午，在临颍县
大郭镇陈策村的乡间小道上，
汽车排起了长队。生活富裕之
后，很多农村人买了车，出行方
便了，亲朋间来往更频繁了。
除了走亲访友，进城、外出旅游
过年也在农村流行起来。

走亲访友，乐在其中

在农村，大家平时都在外
打工，亲戚朋友一年到头都见
不到面。过年期间，走亲访友
成为农村人的主流生活。

今年38岁的郭永涛是大郭
镇人，常年在广州打工，过年
回来十天左右，每天都在走亲
戚见朋友。“我腊月廿九到家。
回来后，白天走亲戚，晚上跟发
小们聚会喝几杯。每天迎来送
往 ， 感 觉 睡 觉 都 是 浪 费 时
间。”2 月 10 日，郭永涛告诉
记者，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
别快，马上又要背上行囊出发
了，每年过年这几天都是他感

觉最得劲的日子。

进城、短途旅行成新选择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
多农村人在城里买了房子，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城里过年，
或外出旅游。

“儿子在漯河买了房。今
年过年，儿子说新房有暖气，
让俺老两口都去漯河过年。在
城里过年真好，看看灯，逛逛
街，家里暖和，外面热闹。”
陈策村村民魏桂英告诉记者。

生活条件好转后，一些农
村人选择在过年期间外出旅
游。“我年前就定好了全家9口
人去鄢陵泡温泉的门票，大年
初三一起去了，住一晚，第二天
回来。”陈策村村民魏燕鹏告诉
记者，原来每年过年都在家团
聚，今年想换一种方式过年。
全家人在一起，感觉很开心。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农村过年方式有
了新变化。但无论怎样过年，
与家人团圆是不变的心愿。

汽车排长队 全家去旅行

农村过大年 处处新时尚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咚咚锵、咚咚锵……”2
月 5 日一大早，郾城区孟庙镇
何庄村的幸福路上响起热烈的
锣鼓声，两条“青龙”上下飞舞，
好不热闹。这是何庄村的舞龙
队正在进行青龙舞表演。

舞龙民俗传递浓浓年味

记者挤进人群，看到两条
青龙在一群身穿青衣的舞龙人
手中上下翻飞，时而在舞龙人
头顶摇摆，时而贴地前行，赢
得阵阵喝彩。家住附近的何先
生告诉记者，在家听到锣鼓

声，一家人一路小跑来观看舞
龙，“龙本来就是吉祥之物，
初一早上看舞龙，也是图个好
兆头。”

记者注意到，不少村民都
带着一家老小前来观看舞龙。

“好看，看不够！”舞龙表演得
到村民们的一致好评。

还有一些市民专程开车到
何庄村观看舞龙表演。“我听
说这里初一早上有舞龙表演，
一大早就开着车带着老婆孩子
来观看。”家住市区黄河路的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小时候就
喜欢看舞龙，过年看舞龙最有
年味。

青龙舞有一百多年历史

“我们村的青龙舞是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百多
年历史了，我是第五代传承
人。”舞龙队队长何长勋告诉
记者，何庄的青龙舞起源于清
光绪年间的龙灯会。“舞龙人
在农闲的时候一边习武强身，
一边进行舞龙表演。”何长勋
说，何庄村的龙灯会经过长时
间的发展，渐渐兴盛，经常在
周边地区进行巡回演出，还在
各种庙会、寿宴、开业庆典等
活动上进行演出。

“1996 年，我和舞龙队的
何宝德、何玉德、何玉坤等人
经过不断摸索，为青龙舞的表
演增加了一些内容。”何长勋
说，他们把原来的一条龙增加
为现在的两条龙，表演项目由
之前在地上表演的“龙翻身”

“就地十八滚”等，增加了
“龙走独木桥”“龙翻山”“高
山决斗”等，现有表演项目十
余种。

“我们村的青龙舞 2015 年
被评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何长勋说，现在他们已
经开始培养下一代舞龙人，希
望青龙舞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两条青龙闹新春 民俗演出年味浓

潘青山在他的潘青山在他的新型纱窗生产车间新型纱窗生产车间。。
何庄村的青龙舞表演。

英杨村夕阳红艺术团在排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