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画家王群，湖南长沙人，省文联

美术家协会专业画家。 以上世纪 80年代

浚县正月古庙会为题材， 历时 12 载，精

心创作出了大型工笔长卷《正月》。

1 日下午， 记者在电话中采访了王

群。 他说，上世纪 60 年代，他曾作为“四

清”工作队队员在浚县工作，那年，他第

一次逛浚县正月古庙会， 感到古庙会蕴

含的文化积淀很丰厚， 不仅反映了本地

风土民情，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老的文

化，是一个集历史、文化、风景名胜之大

成的理想绘画背景。 像戏曲、民间艺术、

武术等内容， 以及计划生育、 农村政策

等，都在庙会中体现了出来。“正月古庙

会内容丰富，花样繁多。 一遇到庙会，就

会有几十万人聚集于此。 庙会很古老，是

北方农村群众精神上的支柱。 我当时感

到， 如果以绘画的形式将中原地带的民

风记录下来，会非常有意义，于是我下定

决心把浚县古庙会绘成一幅画。 ”

后来， 浚县古庙会在文革期间被视

为四旧加以限制。 文革后，庙会恢复，为

了将浚县古庙会描绘下来， 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王群连续 20 多年，专程

从郑州到浚县古庙会上写生、拍照，直到

长卷《正月》完工。

2004 年， 以浚县正月古庙会为题材

的《正月》长卷在法国巴黎展出，赢得了

法、英、意不少国外画家赞赏。“在画展

上，有不少人问我，这幅画是不是虚构了

很多场景？ 我说，没有，这个地方就在中

国河南浚县， 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就是

这么古老。 ”

浚县正月古庙会正如火如荼进行，

记者在庙会上发现了一群身着红色马

甲、 头戴红色鸭舌帽的人： 他们引导游

客、携老扶幼，为游客解答疑问，处理应

急事件，他们穿梭在浚县进城路口、城区

内街道和大伾山风景区， 帮助一拨又一

拨的游客欣赏风景、 休憩安身， 所到之

处，到处传扬着游客的赞美之声。 他们就

是庙会上为游客服务的志愿者。

1 日，记者来到大伾山风景区，与志

愿者们一起，在服务游客中体会快乐。

热情服务，耐心解答

早上 7 时 30 分， 在大伾山广场，一

支由百余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已列队

集合完毕， 在相关负责人的安排下，他

们分散到各自责任区域，开始一天的工

作。

“大家好！ 我是民俗文化节的志愿

者，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25 岁的女

孩申丽主动上前问询一批前来观光的游

客。 记者看到，这些游客的平均年龄大约

在 50 岁， 当他们面对主动上前搭讪的

“陌生人”时，显得有些拘谨，但在听了申

丽为其中一位游客指引了游玩的路径

后，就都变得自如起来，场面一时间“hold

不住了”。“附近有酒店吗？ ”“大佛洞怎么

走？ ”“何时能看到社火表演？ ”各类问题

朝申丽扑面而来。 申丽的队友见状赶忙

上前招呼， 只见他们一会儿用手指指景

区的方向， 一会儿又耐心地为游客们讲

解，忙得不可开交。

“一路顺风，欢迎再来浚县玩儿!”申

丽送走一批游客后对记者说， 自古庙会

开始以来， 他们平均每人每天要接待近

百人次， 常常需要跑前跑后， 为游客指

路。“很多外来游客并不了解浚县的情

况，向他们讲解，不但要热情，还要有耐

心。 ”申丽说。

寻走失儿童 助受伤游客

“我家孩子走丢了， 您快帮忙找找

吧！ ”午饭时间，40 岁左右的李女士焦急

地对申丽说， 她本打算带着正在游乐场

玩耍的 8 岁儿子离开，但发现他不见了，

找遍了整个游乐场也没找到。

“别着急，您慢慢说。 ”申丽立刻放下

手中的盒饭， 询问走失男童的姓名、穿

着、样貌特征，问完便起身和其他志愿者

一起寻找。 记者看到， 虽然已到正午时

分，但景区内依然人山人海，要找一个 8

岁男童并非易事。 只见申丽和队友们一

边四处呼喊男童的名字， 一边向景区内

其他志愿者传达孩子走失的信息， 只用

了半个小时便找到了男童。“我正急得焦

头烂额，不知道怎么办时，他们一传十，

十传百，帮我找到了儿子！ ”李女士激动

地说，多亏了有这些志愿者。

申丽对记者说，因为庙会上人多，所

以经常有意外情况发生。“例如一些老年

人在爬上山后身体容易出现不适； 一些

游客不小心碰伤、摔伤。 ”每到这时，他们

都要迅速赶到， 用提前备好的医药为游

客提供救助。

快乐使者展现鹤壁形象

申丽告诉记者， 今年和她一样为民

俗文化节服务的志愿者有 1300 多人，年

龄最大的 50 岁，年龄最小的 18 岁，遍布

大伾山、浮丘山风景区，以及浚县县城的

主要路段、进城路口。

“志愿者上岗前都进行了培训，服务

内容涉及礼仪接待、 会务场馆、 秩序维

护、环境卫生、文明监督、医疗救护、安全

应急等。 除了需要熟悉景区和景区附近

的情况外，我们还要牢记浚县的概况、浚

县庙会的历史， 甚至要学会用简单的英

语口语与老外交流。 ”申丽说，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把浚县展现给外界， 让更多

人了解鹤壁、了解浚县。

“做志愿者是无偿的，而且必须随叫

随到，你不觉得辛苦吗？ ”记者问道。

“我奉献，我快乐。 特别是做一名民

俗文化节的志愿者，能给游客提供帮助，

这足以值得我骄傲。 ”申丽对记者说，民

俗文化节是我市与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

窗口，而志愿者就像一个使者，发挥着重

要作用。 只有尽最大所能为游客们提供

帮助、解燃眉之急，才能展现出鹤壁人的

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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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志愿者：快乐使者展鹤壁形象

浚县古庙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画家王群眼中的浚县正月古庙会

□晨报记者 马珂

□晨报见习记者 席适之

城市生活垃圾的终结者

每天要洗澡

里外换净衣

□晨报记者 王帅 实习生 樊琳琳

当街头的环卫工把城市生活垃圾拾捡装车运到中

转站后， 集中起来的垃圾又被整车送至生活垃圾处理

厂，这里成为城市生活垃圾的终点站。 2 月 1 日，记者

来到位于淇滨区蔡庄村附近的市生活垃圾处理厂采

访。 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有节假日，新区、山城区城区范

围内产生的生活垃圾都要运到这里，10 多名工人每天

要与 300 吨左右的生活垃圾打交道，按照“日产日清”

的标准，当天的垃圾要填埋完毕。尤其春节期间产生了

大量鞭炮燃烧物、纸屑等垃圾，垃圾处理厂的工作量陡

增。 记者在采访期间，每隔 10 分钟就有一辆满载垃圾

的大卡车进入填埋场。

走到厂区门口，记者并没有看到成堆的垃圾，反而

是干净、有序的厂区环境让记者有些意外。领路人小宋

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再往前走走，到坑里，你就会看到

成堆的垃圾了。 ”垃圾车在厂区门口过泵称重，还要接

受是不是有易燃易爆物检查。 在土路上步行不到 5 分

钟，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随之视野一片开阔，记

者看到一辆垃圾压缩车正向这个巨坑里倒垃圾， 这里

便是垃圾填埋场。 小宋说，在填埋场干活最怕大风天，

卸车时，垃圾中的塑料袋满天飞，工人们需要不停地捡

飘飞的垃圾袋。 记者看到， 一群麻雀在垃圾堆上空盘

旋，垃圾中最多的要数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填埋场周围

因此设了内外两层一米多高的防飘飞物铁丝网， 五六

名工人正捡铁丝网上的塑料袋。 如今提倡低碳环保生

活，小宋和工人师傅们在此也提出了倡议：希望市民能

尽量少用塑料袋，减少不必要的生活垃圾，尽可能分类

投放垃圾，提高环保意识。

在填埋区， 一辆铲车不停地将从车上倒下的垃圾

推平，开铲车的是一位年轻人，名叫王玉峰。 厂区的一

位领导赞赏地对记者说，玉峰可是一位全能手，铲车、

压实车、推土机都能操作。 在卫生填埋作业区，作业流

程为推平、分层压实、覆土、消毒杀菌。当问到王玉峰在

这里工作会不会难以忍受难闻的气味， 他笑着说：

“2007 年我就到这里工作，早已习惯了。 ”夏天是最难

熬的季节，除了垃圾高温产生的气味让人难以呼吸，驾

驶室又不敢开窗户，室外苍蝇、虫子满天飞，坐在里面

的他总是全身被汗水浸湿。王玉峰说，作业车身上通常

是黑乎乎的， 落的全是苍蝇， 冬天下班在单位洗一次

澡，衣服要从里到外换一遍，不然公交车都不敢上，“刚

开始家人有很大意见，到后来就习以为常了。 ”

记者问作业时什么情况下工作难度最大， 王玉峰

说：“最怕的是下雨天，要是连续几天下雨，垃圾会变得

松软。 因为垃圾填埋场地势高， 铲车将垃圾推到边缘

时，控制不好容易翻过去。 ”如果垃圾中有园林工修剪

的废弃树枝，压实垃圾就会多道工序。

记者了解到，填埋区只有 3 名工人负责开车作业，

填埋垃圾，周末两人值班，另外一人休息一天。 填埋场

的工作从早上 8 点多开始，到 18 时才结束，中午一个

小时吃饭时间。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天才能进一次“城”，

回一次家。生活垃圾处理厂距离市区较远，在新区居住

的工人们都是乘班车上下班，而王玉峰家在老区，每天

早晨 6 点 40 时出门，他要坐 103 路公交车上班。 小宋

说，因为附近连小卖铺、小吃店都没有，所以中午职工

要轮流做饭。

据悉，市生活垃圾处理厂项目占地 17.42 公顷，采

用卫生填埋工艺对进场生活垃圾进行处理， 设计规模

为日处理 530 吨生活垃圾， 填埋总库容为 279 万立方

米，设计使用年限为 13 年。 该工程分两期建设，其中，

一期工程占地 132 亩，总投资 3200 万元，于 2006 年 6

月开工建设，2007 年底建成并开始试运行， 服务对象

为新区、山城区城区范围内产生的生活垃圾。

1 月 3 1 日，在浚县正月古庙会上，

社火表演队在大伾山表演踩高跷。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1 月 3 1 日，在浚县正月古庙会上，

社火表演队在大伾山表演舞狮。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1 月 3 0 日，在浚县古庙会上，已多

年不在社火队伍中出现的“顶灯”表演

再次重现。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