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到这次演出的收获，金不换说，观众的掌声说明鹤壁市豫剧团的演

出比较成功，掌声胜过任何大奖。 剧团把牛派艺术送到台湾，促进了两岸

文化交流，宣传了鹤壁，台湾同胞不会忘记鹤壁和鹤壁的戏曲文化。

“当然，这次的演出活动为两岸以后更好的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是我们到台湾献唱，下一步，我们也要邀请台湾的豫剧演员来鹤壁演

出。 明年， 台湾的豫剧名角有望在市文化中心与我们鹤壁的演员同台献

艺，届时，大家可以一品台湾戏剧的韵味。 ”金不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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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城市看做一个大家庭，那么，城管无疑是这个

大家庭的管家，他们是怎样工作的？ 5月 15日，记者跟随

淇滨区城市综合监察队执法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点滴。

7时 40分 九江路马路市场

15 日 7 时 40 分，记者赶到九江路马路市场，看到淇

滨区城市综合监察队执法人员已经开始工作了。“你的三

轮车越线了，请往里面挪挪。 ”30多岁的乔姓执法人员站

在一个卖苹果的妇女面前， 让她把三轮货车挪进指定线

以内。 见这名妇女推不动车，他便和 3 名同事一起，将货

车推进指定线内。

九江路马路市场附近有四五个小区， 乔姓执法人员

说，这里有 230多个摊位，“如果这些摊位都摆出来，足有

两公里，必须统一管理，为行人和车辆挪出地方。 ”

8时 20分 福汇佳苑门口

记者赶到福汇佳苑时， 发现这里的道路比平时宽敞

了许多。 修车开锁的，卖小商品的，都规规矩矩地把摊位

摆在小区附近的桥上面。

福汇佳苑最大的特点是人多，车多，空间小。 记者发

现在这里位执法的是年轻的小伙子， 有点腼腆， 嗓子沙

哑。 他对记者说：“福汇佳苑人口稠密，车流及人流量大，

说动一个摊主将摊位摆在路边， 就能给来往行人和车辆

腾一点儿地方。 ”说完，他便忙去巡逻了。

9时 30分 新世纪广场西步行街

新世纪广场西步行街最大的特点是摊多人多。 这里

一共有淇滨区城市综合监察队的 6 名执法人员。 店铺的

门前三包、堆物堆料、占道经营都是他们巡查的重点。

为了规范管理，他们将摊位规划在 4 米线内，发现摊

位摆放超线，他们就一个个地给商户做工作。在他们的劝

说下，30 多个商户将摊位挪进了 4 米线内。 直到下午 2

时，他们仍在西步行街内执勤。

下午和晚上， 执法人员的工作是巡查辖区内的繁华

地带。“对于城管执法，我希望社会能给予更多理解。只要

能把城市管理好，再累也值！ ”一名执法人员说。

市豫剧团赴台参加“2012两岸豫剧联演”归来

演出一票难求 牛派艺术风靡宝岛

只要能把市容管好，再累也值！

□晨报记者 李鹏

晨报讯（记者 夏国锋）5 月 16 日，记者从鹤壁市豫

剧团获悉，5 月 17 日晚，央视首播我市新编豫剧《封丘县

令》。

据了解，《封丘县令》原名为《借乌纱》，讲述的是一个

爱喝酒的县官糊里糊涂判错案后被师爷发现， 师爷请求

重审，但县官不想审，最后两人打赌，县官把乌纱帽借给

师爷戴，如果师爷审出问题，他还当师爷，如果没有问题

就革职。最终师爷审出的嫌疑人竟是县官夫人的亲戚。县

官经过反思，斩了小舅子。 该剧是由市豫剧团排演，并于

今晚 7:40在央视 11套首播。

另据了解，5 月 20 日晚， 我市戏曲名家金不换将在

河南电视台《梨园春》直播现场，举行收徒仪式。

掌声雷动 牛派豫剧唱响高雄

“5 月 3 日晚，飞机抵达台湾高雄机场，我们受到了

隆重的接待。 出了机场，看到大街小巷挂满了宣传鹤壁

与市豫剧团的海报，还有七品芝麻官的造型。 这让我深

感当地的宣传很给力，把鹤壁市豫剧团在高雄的演出宣

传得很到位。”金不换说，这次演出是他带团首次尝试与

台湾同行联合演出，由于无法预测演出效果，首场演出

前压力比较大。

“首演的地点在台湾中山大学逸仙馆，这里文化氛

围浓郁。首场演出以市豫剧团为主，演出丑角名剧《卷席

筒》。大家不敢掉以轻心。抵达当晚，连夜开技术协调会，

随后进行了两天的合练。 ”金不换说。

5 月 5 日晚，《卷席筒》开演，演诰命夫人的是有台

湾“辣旦”之称的张媗庭。 演出时长两个小时，观众热情

高涨，掌声、叫好声不断。

“谢幕时，金不换带妆和台湾观众见面，场面十分感

人。”演出领队、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苏辉说，“首场

演出的效果让大家信心倍增。 5 月 6 日晚的《七品芝麻

官》更是把高雄站的演出推向了高潮。 ”

演出火暴 单场戏票首次售罄

核心提示

5 月 3 日至 1 5 日，应台湾传统艺术总处的邀请，我市牛派戏曲名家金不换携鹤壁市豫剧团一行

3 6 人，飞赴美丽的宝岛，与台湾豫剧团联合举行了“2 0 1 2 两岸豫剧联演”活动，在台湾共演出 5 场，演

出了《卷席筒》、《七品芝麻官》等名剧，在当地掀起了豫剧热、丑角热、牛派热。

5 月 1 5 日，金不换一行结束演出，返回鹤壁，并接受了记者采访。

台湾五地河南老乡叙乡情

金不换说，台湾的乡情让他非常感动。 演出期间，台湾当地的河南籍

老乡十分捧场。 一听说金不换是河南的，一听到豫剧，他们激动得热泪盈

眶。

在演出现场，101 岁的高雄师范专科学校退休教师赵慕鹤老先生，最

为引人注目，他是河南籍老乡。 市豫剧团在台湾演出期间，他场场必到，场

场必在前排。 赵慕鹤说，能在台湾听到原汁原味的豫剧是种享受，让他有

回到家乡的感觉。

“一位驻马店籍的 86岁老人，20岁时来到台湾。逢年过节就想河南老

家。 如今，他每年回家乡一次，他说，在台湾能听到家乡戏，仿佛让他回到

年轻时代，又像回到家乡一样。 ”金不换说，这些河南籍老人的经历让人感

慨，又让人同情，自己唯有把戏唱好，才能慰藉老人的思乡之情。

市豫剧团演出的间隙，高雄市、台南市、台中市及屏东县、南投县的河

南同乡会邀请剧团成员吃饭，以叙乡情。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当地的知名

人士。 大家都是河南人，在一起聊聊河南的现状、问问家乡的变化，非常愉

快。 席间，剧团的演员现场为河南籍老乡清唱了一段又一段豫剧。

台湾豫剧名角有望明年来鹤演出

今晚央视播出我市新编豫剧《封丘县令》

市豫剧团在高雄演出时， 从台北方面不断传来消

息，称《七品芝麻官》的票销售火暴。 5 月 12 日演出当

晚，戏票已经售罄。据当地票务人员反映，这种情况尚属

首次。

据金不换介绍，在台北的三场演出中，有不少台湾

名家前来观看。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李惠绵教授带着她的

十几位研究生，场场不拉地观看，并对市豫剧团的演出

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赞这是她看到的最原汁原味的河南

传统豫剧。

苏辉说， 这次在台北演出创下了自 1998 年两岸豫

剧交流以来的两项纪录：一是单场戏票首次售謦，二是

两岸艺术家联袂演出整场戏剧。

两岸豫剧艺术家在演出后合影。 市豫剧团 供图

金不换为台湾小戏迷签名留念。 市豫剧团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