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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渠稳 实习生 席适之

晨报讯 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十六），第三

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宏基杯”社火表演大赛

在浚县浮丘山上拉开帷幕，从上午 9 时到下午 4

时，来自浚县的 70 余支社火表演队伍在浮丘山

“老奶奶庙”前进行了社火比赛。 太平鼓、舞狮

子、秧歌、大头娃娃、划旱船、踩高跷、背阁等 30

多种表演纷纷亮相，让观众过足了瘾。

锣鼓喧天， 唢呐齐鸣， 70 余支社火表演队

伍纷纷拿出看家本领， 纸坊街高跷圣会的八仙

过海、 大闹天宫等表演把八仙、 孙悟空等神话

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 浚县城关镇北街村武术

表演圣会的舞狮表演更是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

球， 两头狮子竞相追逐一只绣球， 时而匍匐前

进， 时而腾空跃起， 现场观众叫好声一片； 南

大街文艺圣会更是抬出他们今年特意制作的豫

北第一大盘古， 震天响的鼓声吸引众人纷纷驻

足。

“这些原汁原味的民间社火演出把中华民

族的民间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浚县古庙会真

不愧为北方四大庙会之一。 ”来自山西运城的刘

晋寨观看完社火表演后说。

“从去年腊月就开始训练一直忙活到现在，

就是为了能在社火大赛中获得一个好名次，也

不枉费村民们的一番苦心。 ”在社火大赛现场，

纸坊街高跷圣会的大会首王胜月老人说。

记者了解到， 为了使第三届中国鹤壁民俗

文化节“宏基杯”社火表演大赛更加公正、公平，

文化节筹备小组还专门邀请了几位社火专业评

委给这些社火表演队伍打分， 比赛结果将于近

期公布。

地方戏曲

助力民俗文化节

□

记者 郑常鹏

晨报讯 说起中国鹤壁民俗文

化节，就不能不提到庙会上的地方戏

会演，这是家乡演员献给乡亲们的戏

曲盛宴，不仅让鹤壁的戏迷过足了戏

瘾，还吸引了我市周边地区的大批戏

迷。

据浚县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副

局长耿清文介绍， 从正月十一到正

月十六， 在新华影院广场和黎阳镇

寺下头村， 市落腔剧团、 浚县豫剧

团和浚县大平调剧团的演员们为戏

迷朋友带来 6 场精彩演出。 上演的

剧目有豫剧《打金枝》《三哭殿》，大平

调《三娘教子》《斩黄袍》，落腔《五女

兴唐传》（又名《李怀玉投亲》）《裴秀

英告状》， 这些都是群众喜欢的传统

经典剧目。

“正月十三，第三届民俗文化节

开幕当天，我们还在大伾山前的广场

上举行了盘鼓、舞狮、舞龙、背阁、武

术以及太极扇等表演。 ”耿清文告诉

记者，“这些活动旨在弘扬浚县的灿

烂文化，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

化品牌。 ”

据了解，正月庙会期间，浚县文

化广播电影电视局还开展了电影放

映月活动，放映地点设在浚县新华影

院、黄河路南段、伾浮路及宏基广场，

以放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爱国主义教

育片为主，截至目前已免费放映电影

40 余场。

“盛世淇河酒·礼待天下客”

景区寻宝惊喜不断

到大伾山游玩

幸运女孩寻到宝

□

记者 李鹏

晨报讯 “我实在太高兴了，没

想到在大伾山上游玩， 顺便跟着家

人参加寻宝活动， 竟能找到藏宝卡，

还是一等奖， 奖品是一辆电动自行

车 。” 2 月 17 日上午， 在新区新世

纪广场， 来自大赉店的 16 岁女孩陈

智月推着崭新的电动自行车高兴地

对记者说。

市旅游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

次“盛世淇河酒·礼待天下客”景区寻

宝是鹤壁市第三届民俗文化节的一

项子活动，旨在进一步丰富广大游客

的旅程，增强参与性、趣味性，由市旅

游局主办，云梦山、古灵山、大伾山等

景区协办。市旅游局工作人员将提前

设置好的礼品兑换卡放置在云梦山、

古灵山、 大伾山等景区的各个角落，

游客可在游玩过程中寻找，参与寻宝

活动。

此次活动共设置一级（一等奖）

藏宝卡 1 个， 奖品为电动自行车一

辆；二级藏宝卡两个，奖品为中科诺

手机一部；三级藏宝卡若干个，奖品

为淇河酒一件； 四级藏宝卡若干个，

奖品为淇花食用油一桶。获取藏宝卡

奖品为淇河酒的游客，凭藏宝卡到市

淇河酒业有限公司办事处领取奖品，

联系电话为 0392-3276999； 其他奖

品到市旅游局指定地点领取，联系电

话为 0392-3317628。

市旅游局工作人员提醒，一卡只

对一人领， 领奖时一定要带上藏宝

卡。

淇河家政（单位、家庭保洁、外墙清洗）：3360777

福源家政（专业疏通管道、清理化粪池）：

13084236078

鹤翔家政：15839225215� 13939274966

利民家政（外墙清洗）疏通管道：3298881

市中医院急救电话：3378322� 3353120

康复科电话：3378303

旺旺催乳（专治乳少、积奶、乳腺增生）电

话：15839220377

新区爱玛电动车售后服务热线：3290559

223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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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浚县古庙会上，记者采访到了 77 岁的李

希顺老人，他是黎阳镇东张庄村村民，从 13 岁

开始编柳编、卖柳编，到现在已有 60 多年。 他告

诉记者，像他这样编柳编的人，在东张庄村比比

皆是，编柳编是东张庄村村民的第二职业。

柳编要转型

“多少钱一个柳篮？ ”2 月 17 日，浚县庙会上

一个路过李希顺老人柳编摊的香客指着一个小

柳篮问。 听到有人问话，老人的身子稍微往前倾

了一下，抬起头，那位香客又问了一遍，老人才

回答，因为他的耳朵有点背，在嘈杂的环境中有

些听不清楚。

“7 块。 ”李希顺说，每次告诉顾客价钱的时

候，他总是用手指比画出来。 逛逛庙会上其他柳

编摊位就会发现，同样大小的柳篮，李希顺老人

卖得总比别人便宜一些。“年纪大了，眼睛也不

好使了，做工没有年轻人精细，而且耳朵又有点

聋，价钱说便宜点，省得跟别人讲价钱。 ”

老人告诉记者，原来柳编有很多种，有矿工

和建筑工人用的工作帽，还有柜子、提包、簸箕、

笸箩、斗等，但后来塑料制品越来越多，传统柳

编逐渐被取代。 像柜子、提包、簸箕、笸箩、斗、工

作帽，这些东西现在很少有人买，于是他也不做

了，现在做的大多是柳篮。

他认为，柳编应该由实用型向观赏型转变，

现在买柳篮的人越来越少， 小巧精致的东西越

来越受欢迎， 所以柳编应该向观赏型的物件转

型。“我做不到了，年龄大了，眼睛不好使，手脚

也不灵活了，希望年轻人继续努力。 ”

地窨里做柳篮

李希顺老人告诉记者：“编柳篮不是太难，

但编织环境很重要，必须在地窨里编，因为编柳

编需要潮湿的环境，不然柳条很容易折断。 ”东

张庄村，几乎家家都有地窨，以前在生产队的时

候， 村里专门挖了一个能容纳四五十个人的大

地窨，大家都在里面编柳编。 后来家家户户在自

家建个一人多高的小地窨。 在地窨里全年都可

以编柳篮，所以，他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编柳篮，

农闲了出去卖。

李希顺老人说， 编柳篮使用的柳条并不是

一般柳树的枝条，而是白杞柳的枝条，本村人编

柳编，有的是自己种白杞柳，有的是从外地买柳

条。

卖柳篮补贴花销

李希顺 13 岁学会编柳篮后，就开始挑担子

到附近的庙会上卖柳篮，他还到林州、滑县等地

卖过柳篮。 有时候地方太远， 得好几天才能回

来。 他刚开始卖柳篮的时候，柳篮非常便宜，最

大的柳篮相当于两斗麦的钱， 一个簸箕才三四

毛钱。

现在李希顺年纪大了， 孩子们都希望他在

家好好享福，可他总是闲不住。“孩子们的压力

大，我能不向他们要钱就不要。 卖一个月柳篮，

基本上够我一年的开销。 ”李希顺老人说。

太平鼓、舞狮、大头娃娃、秧歌、踩高跷、背阁……哪个表演更精彩？

70余支社火队大比武

李希顺 60多年柳编情

□

晨报记者 张小娜

北街村的背阁历史悠久，独具魅力。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这鼓敲得真带劲儿！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古庙会印记 庙会上的那些老摊贩儿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