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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平顶山市举办第

二届中国曲艺节，是平顶山市第

一次举办国家级的文艺活动。

◉1995 年，平顶山市被命名为

当时全国唯一的“中国曲艺城”。

◉2006 年，马街书会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中国

曲艺史活化石”。

◉2008 年，平顶山市举办第

六届中国曲艺节。

◉2020 年，平顶山市举办第

十届中国曲艺节。

◉2020 年 12 月，平顶山市被

授予“中国曲艺名城”称号，成为

全省唯一获此称号的城市。

传承曲艺文化，鹰城近水楼台。

过去的760余年，马街书会接续不断，

曲艺薪火代代相传，累积出扎实的群众基

础，培植了肥沃的曲艺土壤。基于此，平

顶山得以成功举办三届中国曲艺节，被命

名为“中国曲艺城”“中国曲艺名城”。

曲坛盛会，三度花落鹰城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

舞。”

1995 年 10 月 12 日，平顶山万人空

巷。4000 多名鹰城人挥舞着鲜艳的花

环，迈着矫健的步伐，依序走在建设路

上，拉开了第二届中国曲艺节的序幕。

建设路、中兴路上，民间曲艺节目展

演的戏台子搭了一长串，全市 46支表演

队伍精心准备的 74 个节目接续上演。

市民们或驻足观看，或参与其中，人如潮

涌，“仿佛过大年”。

市体育村、宝丰县等处分设 10个剧

场，明星荟萃，演出精彩纷呈。刘兰芳的

评书《民族魂》自然洒脱，铿锵有力；骆玉

笙的檀板弦歌《重整山河待后生》高可行

云，低能遏水；侯耀华的小品《影星笑星》

包袱迭出，让人忍俊不禁；姜昆与搭档创

作的中国第一部大型相声叙说剧《明春

曲》诙谐幽默，妙趣横生……

“那是咱市第一次举办国家级的文

艺活动，市领导非常重视。我们好多本

地的工作人员吃住在指挥部，二十多天

都没回过家。”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国家

一级演员崔银龙曾负责第二届中国曲艺

节的统筹协调工作，他如今对当时的情

景仍记忆犹新，“那时候通信技术不发

达，我每天背着 12 部对讲机，其中 10 部

要跟 10个剧场的导演保持联系，另外两

部需要处理其他突发情况”。

如今已成为河南坠子大师的郭淑菊

当年凭借《筵席谜》获得牡丹奖。“那时

候，我的孩子还不到一岁，父亲又突然发

重病。但难得遇到这样的盛会，我又幸

得组织认可，必须不遗余力。”

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尽锐出战，精心

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拿出看家本

领，各显神通。最终，第二届中国曲艺节

圆满落幕。原本寂寂无闻的“小煤城”一

夜成名，时任国家领导人纷纷题词祝贺。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平顶山又相

继于 2008 年和 2020 年举办了第六届、

第十届中国曲艺节，同样好评如潮，获得

强烈社会反响。

“中国曲艺节是我国最高规格、最具

影响力的国家级曲艺盛会，每3年一届，至

今共举办过10届，其中有三次都是在平顶

山，此外我市还成功创建‘中国曲艺名

城’。这离不开我市曲艺阵地的持续建设、

曲艺队伍的不断壮大，更离不开近八百年

的曲艺文化积淀。”谈及我市在曲艺方面取

得的成绩，市文联给出这样的答案。

戏曲薪火，传承七百余年

“话说，小丫鬟噔噔噔噔跑上绣楼，

禀报一声，姑娘啊姑娘，大事不好了，咱

家来了一员白袍小将……”在今年初举

办的马街书会上，来自柘城的曲艺家朱

云阁凭借对豫东琴书《九义十八侠》选段

的精彩演绎，被评为“书状元”。

今年 56岁的朱云阁出身曲艺世家。

她用豫东方言唱琴书激越优美，明快流

畅，被当地人誉为“琴书皇后”。“马街书会

在我们曲艺圈有着崇高的地位，获评‘书

状元’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激励。”她说。

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每年正

月十三，无论阴晴雨雪，热爱曲艺文化的

艺人们负鼓携琴，纷纷汇聚在宝丰县马

街村。以天作幕，以地为台，他们说书亮

艺，吹拉弹唱，上演着“一日看遍千台戏，

三天胜读万卷书”的奇景。

马街广严寺及火神庙的碑文有记：

元朝延祐年间，马街书会初具规模，每年

约有千名艺人前来说书，清代同治年间

尤为兴盛。

“关于马街书会的历史，现有的记录

显示是从元朝至今，但也有专家学者研究

发现，马街书会已延续千年。”宝丰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郭敬伟介绍说，

2006年马街书会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更是

成为宝丰县文化产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被誉为“中国曲艺史活化石”。

以曲尝新，探路线上舞台

近两年，疫情使然，马街书会从田间

地头转到网络云端。

今年 1 月 1 日，宝丰县提前发布通

告：2022年马街书会将在线上进行。活

动前期，书会筹备组通过网络征集到了

全国艺人“亮书”视频 600余条。

形式改变，但精彩不变。线上马街

书会状元评选、第三届长篇大书擂台赛、

第十六届全国优秀曲艺节目展演、“非遗

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

年”等系列活动如火如荼。“相约马街云

上书会”线上活动总播放量突破 3000万

次，点赞评论突破百万条；新华社、人民

网、央广网等多家媒体的直播活动累计

观看人数达 1203万人次。

与此同时，鹰城曲艺社和宝丰曲艺

社也开始“触网”探路。

7月 11日早上 8点半，宝丰曲艺社负

责人、非遗传承人李素红准时上播，跟直

播间里的粉丝们问候寒暄后，演唱了《吃

亏是福》等几首河南坠子。粉丝们有的

在评论区里互动，有的则直接连麦，或发

表意见，或献唱一曲。

李素红年逾不惑才开始拜师学曲

艺，目前已斩获省内外多个奖项。“因为

疫情，宝丰曲艺社最近一直没举办活

动。一个月前，我开始摸索着在抖音开

直播，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曲艺事业传

承下去。”她说。

位于中原玉石城楼上的鹰城曲艺

社，原本每周末都门庭若市、宾客满座。

据鹰城曲艺社负责人祁东旭介绍，如今

为做好防疫工作，曲艺社的线下活动暂

停，但他经常会和市曲艺家协会的工作

人员一起创作曲艺小视频，支持我市抗

疫、防汛、创文等中心工作。“咱市还有不

少其他的曲艺爱好者借助网络平台交流

切磋，弘扬正能量。”

2020 年 2 月，疫情初现。郭淑菊作

为湛河区实验小学教师，即兴填词，创

作了河南坠子《别样春节别样过》，倡导

“云上过年”新理念；去年 8 月，“父城好

人”贾滚子带领说唱团成员自编自演曲

剧《防控疫情要认真》，被戏曲爱好者们

传到网上广受好评；今年 5 月，在市文

联的动员下，市曲艺家协会常红军、祁

东旭、常小静作词，祁东旭表演的快板

《加油平顶山》被录制成短视频，用以传

递全民抗疫、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念……

曾因抗疫视频走红网络的焦店镇

“网红大妈”宗秀稳，近日又开始着手编

写新版防疫快板书，她要再次录制短视

频，准备在抖音、微信等平台宣传最新的

防疫政策。

（本报记者 曹晓雨）

薪火相传数百年 曲艺之花绽鹰城

2009 年 8月 16日凌晨，深夜下班的

市园林绿化中心员工魏会广遇到正在实

施抢劫的歹徒，他挺身而出，与持刀歹徒

英勇搏斗，身负重伤。“碰巧了，撞见了，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谈及那次经

历，魏会广腼腆地说。

路见不平，果断出手相助

年近不惑的魏会广中等身材，脸庞

略显清瘦，眼睛炯炯有神，身着迷彩服短

袖，红色的党员徽章别在胸前格外醒目。

“根本没多想，也来不及多想，就去

做了。”魏会广说，自己当年“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举动就是一种本能反应。

“事发那天是星期六，我记得很清

楚。”魏会广回忆道。2009年 8月 15日下

午，为迎接我市“双创”检查，魏会广当时

所在的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卉办全体职工

加班加点在建设路西段快速通道上突击

移栽花卉植物，下班时已是8月16日凌晨。

独自一人骑电动车回家的魏会广，

行至湛河区亚兴路果品批发市场西门附

近时，听到有女孩的哭泣声。循声望去，

他发现两个男青年正在一胡同口纠缠一

个女孩。魏会广立刻掉转车头对那两名

男青年大声呵斥：“住手，你们要干什

么！”见有人“管闲事”，两男青年气势汹

汹地冲到魏会广面前，其中一人威胁道：

“她是我女朋友，没你啥事，你该干吗干

吗去！”说话间就要将女孩拉走。“我不是

他女朋友，也不认识他们。大哥，你快带

我走吧！”女孩再次向魏会广求助。

魏会广明白了原委，厉声喝道：“有

事明天再说！”又对女孩说：“上车，我带

你走。”这时，胡同里又蹿出几名男青年，

冲上来将毫无防备的魏会广连人带车砸

翻在地。魏会广拼命反抗，一名歹徒从

腰间拔出匕首朝他身上猛刺几刀，他忍

着剧痛，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继续与歹

徒搏斗。邪不压正，被魏会广震慑的歹

徒四散而逃，女孩安全获救。

确认姑娘安全后，魏会广一下瘫倒

在地，直到此时才感觉到腹部、大腿疼痛

钻心，汗珠夹杂着鲜血已将全身浸透。

他咬牙重新站起来，拖着伤腿，一只手按

住伤口，一只手握着车把艰难地走向附

近的第四人民医院。直到碰到一个值夜

班护士说了句“我被歹徒扎伤了”后，魏

会广便昏倒在地。

军旅生涯，铸就钢铁意志

回忆着这件刻骨铭心的往事，魏会

广显得平静，话语中充满力量。

事发后，经过 3个小时的紧急抢救，

魏会广脱离生命危险。经诊断，魏会广

被歹徒用利器刺伤，致肠管露出体外约

10厘米，左侧腋后线第十一、十二肋骨之

间有长约 3厘米的伤口，活动性出血，右

侧大腿有一贯通伤，伤道长约16厘米。

“其中几刀如果再扎偏一点伤着动

脉血管的话，即使当时抢救也来不及

了！”魏会广说，参与抢救的医生曾告诉

他，当时他身上有多处创伤，伤口大量出

血，生命体征极其微弱，还出现了休克症

状，情况非常危险。

劫后重生，魏会广把这份“幸运”归

结到自己当过兵的经历。

“我当过 5年兵，海军。部队这个大

熔炉锤炼了我，锻造了我。”魏会广说。

从小到大，家人讲、老师教、书本上学，当

兵时部队教育，上班后单位教育，在他心

底种上了要去帮助别人、遇到危险要挺

身而出的种子。“小时候的我很害羞、很

腼腆，和陌生人说话都会感到很紧张，即

便是这样也总想着去帮助别人。”

谈起当兵的经历，魏会广眼中就会

流露出兴奋的光。5 年的军旅生涯，磨

炼意志，强身健体，让他拥有了在遇到危

险时选择挺身而出的力量和资本。

“死”过一回，活着更得有念想

脱下军装，魏会广成了一名园林人，

先后在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卉办、绿化队、

职工餐厅等处工作。在同事眼中，魏会

广是一个话不多、做事认真踏实的人。

市园林绿化中心园艺工程师姚广顺

说：“会广当时在花卉办工作，任劳任怨，

总是提前到岗，每逢节假日还主动参加

单位组织的夜班护花巡逻队。”

中心绿化队员工胡许亭在魏会广身

上看到了“那股子当兵的劲儿”，他工作

用心，热心公益，经常参加义务献血、花

卉技术进社区等志愿者活动，曾被市志

愿者协会评为年度优秀志愿者。

2018年 12月，魏会广被调到中心职

工餐厅工作。同事张福升介绍说，为保

证食材质量，魏会广每次都亲自到市场

采购，认真验货，没少和菜商菜贩磨嘴皮

子，熟悉的商户都叫他“魏老抠儿”。

在母亲李莲花眼里，魏会广是一个

孝顺懂事的好儿子；在爱人赵小可的眼

中，魏会广是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好丈

夫。作为家里的主心骨，尽管平日里魏

会广的话不多，但赵小可能感受到他的

细心和默默的付出，做饭、打扫卫生、接

送孩子等他都是抢着干。

在魏会广的手机中，珍藏了一张特

殊的照片，照片里是魏会广与歹徒搏斗

时所穿的红色运动衣。这套运动衣是魏

会广在部队时发的，即便是事发后他也

没有舍得丢掉，衣服上好几处被刀扎破

的洞都被李莲花缝好。他有时会看看这

张照片，提醒自己要好好活着，好好珍惜

身边的一切。

魏会广勇斗歹徒的事迹经《平顶山

日报》《平顶山晚报》等媒体报道后，引起

强烈反响。2009 年 11 月，他入选“中国

好人榜”；2012年 7月被评为第十一届全

国见义勇为模范，同年 12月被河南省公

安厅评为第十届河南省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2012年 12月获得平顶山市首届道德

模范、第十届平顶山市十大杰出（优秀）

青年等称号；2019 年 7 月被授予平顶山

首届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有时回想起来会感觉后怕，但我一

点儿也不后悔。”魏会广说，人活着，总得

有点念想，他一直认为自己没做啥大不

了的事情，获得的肯定和称赞更加坚定

了他帮助他人的初心。

心系他人，懂得感恩，这正是在危险

面前魏会广会瞬间迸发出惊人力量的原

因所在。 （本报记者 张永军）

魏会广：深夜斗歹徒 显军人本色

◀1995 年，知名曲艺家刘兰芳（中）

与我市参加第二届中国曲艺节的民间曲

艺节目表演者互动。 王仲平 摄

魏会广在第十一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现场 魏会广供图

20202020 年年，，第十届中国曲艺节在平顶山举办第十届中国曲艺节在平顶山举办。。 市文联供图市文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