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本市·城事 2017.11.22 星期三 编辑 王会静 校对 程照华 E-mail：whj@pdsxww.com

□本报记者 牛超

“一二三四，嗒嗒嗒嗒！”11月
19日上午，叶县县城的一家培训中
心楼上，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伴着
口令从舞蹈训练室里传出。十多
名50多岁的舞者走着模特步，风
姿绰约，她们身上没有岁月留下的
沧桑，只有成熟的气韵。这就是叶
县“巾帼之花”旗袍文化与传播联
合会模特队。

由喜欢到迷恋
好姐妹组建模特队

兰秀琴今年54岁，就职于叶
县某机关，是模特队的队长。她
说，模特队组建于今年4月份，全
得易于她的朋友王阿丽。王阿丽
在叶县公路局上班，两个孩子在市
区上班和上学，每逢节假日，她就
往市区跑。“今年春节过后，王阿丽
回来给我说，市里组建了一支老年
模特队，经常在鹰城广场训练，她
们走起模特步来特别有精神、有气
质，问我有没有兴趣也组建一支模
特队。”兰秀琴说，年轻时，她就喜
欢旗袍，也一直梦想着能穿旗袍走
秀。得知这一消息后，她立即召集
了几个感兴趣的姐妹一起学习，由
王阿丽在市里学习后再回去教她
们。

几位喜欢旗袍的姐妹凑到一
起练习站姿，背部贴墙站立，脚跟、
小腿肚、臀部、肩胛骨贴墙，挺胸，
双肩尽量往一起靠。

“说实话，挺枯燥的，没想到后
来能发展到迷恋的地步。”58岁的
孙平说。

随着队伍的壮大，她们又专门
请了老师定期培训。兰秀琴说，现
在模特队有队员200余人，经常参
加培训的有四五十人，年龄最大的
58岁，最小的50岁。

模特步走出大姐的少女心

11月19日上午，记者在舞蹈训
练室里看到，十多名队员集结在一
起，几乎一样的身高，长裙飘飘，和
着音乐，穿着高跟鞋轻快地转身、
走“猫步”，谁也猜不出来她们的真
实年纪。

遇到某个节拍的动作做得不
到位，兰秀琴会立即叫停，指出不
足之处，然后大家从头再来。队伍
中没有人表现出不耐烦。

“脖子要直，头要正，下巴要
平，肩和双手要自然。出胯带动大
腿，提膝，小腿带动脚，走直线。”在
走台步环节，兰秀琴不断地提醒大
家注意神态，尤其是眼神。

几个月下来，每个队员的精神

面貌都发生了改变，亮相、起步、转
身、队列表演、退场，整套动作一气
呵成。

“这背后包含着全体队员辛勤
的付出。”兰秀琴说，自从参加了模
特队，“感觉幸福指数每一天都在
提升，气质变得高雅了，大家都感
觉自己越来越年轻了。”

兰秀琴说，孩子和丈夫特别支
持她加入模特队，从不穿高跟鞋的
她在厨房做饭时也要穿上高跟鞋，
就是为了练习站得稳。从最开始
的5分钟，到10分钟，直至后来的
走台步，经常一站就是90分钟，脱
下鞋之后都不会迈步了。

模特队的孙平、夏保荣等队员
也说，她们能快乐地参与模特队训
练，与家人的支持分不开。每一次
演出，家属帮忙照相、录像、接送，

“都是全力支持，现在回家，饭都不
用做了。”夏保荣说，对于她来说，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腰挺起来了，照
相也比以前好看了，“而且比以前
瘦了20来斤。”

“虽说我们年龄大了，但我们
一样活得丰富多彩，虽说不是少
女，但状态似少女，哈哈！”兰秀琴
笑着说。

虽然组建队伍的时间比较短，
但模特队已先后参与了不少公益
活动。就在今年国庆节，她们还在
叶县县衙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旗袍
文化服饰艺术展示，“我们想走出
去，想把叶县的历史文化展现给大
家，让更多的人了解叶县及叶县的
历史。”兰秀琴说，目前，她们正在
排练，准备参加明年叶县电视台的
春晚。

模特步走出大姐的少女心
叶县“巾帼之花”模特队队员幸福指数飙新高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近日，市区光明路北
段御景龙庭小区业主贾先生向本
报热线反映，他家一直没通天然
气，做饭很不方便，无奈之下不得
不新房老房两头跑。他说，两个月
前，燃气公司工作人员曾逐户上门

测试，但至今仍没有通上天然气。
贾先生的女儿在市实验中学

上学。他说，为方便女儿上学，几
年前，他在御景龙庭小区3号楼购
买了一套住房。去年10月底，他
顺利领到钥匙，经过装修，今年上
半年入住。但新房一直未通天然
气，做饭很不方便，刚开始用电磁

炉做饭，家人都觉得不好吃。为了
吃到可口的饭菜，他们只好晚上住
在新房，白天返回新建路的老房
子做饭吃，每天来回折腾，很不方
便。今年9月中旬，燃气公司的工
作人员上门测试管道，业主们以为
很快就能用上天然气了，但至今未
通。部分业主多次到燃气公司询

问，对方答复施工还没完成。
昨天上午，记者拨打平顶山燃

气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热线。有关
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向记者反馈，御
景龙庭3号楼的一条主管道与支
管道碰头工程仍在施工中，预计明
天完工。如无特殊情况，施工完毕
三天内就可以通上天然气。

御景龙庭的新房迟迟不通天然气
业主贾先生无奈每天回老房子做饭

昨天上午，在市区和平
路一家服装店，营业员为橱
窗里的模特穿上冬装。

随着小雪节气的到来，
鹰城寒冬模式开启。昨天，
记者在市区街头看到，款式
各异的冬装开始集中上柜，
商家采取多种促销方式来吸
引顾客。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小雪”到
换冬衣

来电照登
市民王先生昨日来电：市

区平安大道豫基城南门有人焚
烧垃圾，气味难闻。

市民马先生昨日来电：市
区东风路市工业学校家属院一
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

热线回复
新城区翠竹路与龙翔大道

交叉口有一窨井盖破损，存在
安全隐患。

新城区数字化城管监督指
挥中心一工作人员：我们尽快
通知人员处理。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骗局时时出新，但
也有骗子仍在用“老套路”。昨
天上午，一名男子在市区上演
老骗术，忽悠市民购买“保健饰
品”，被人当场揭穿。

昨天上午10时许，市区中
兴路湛河桥东侧，一名身穿深
蓝色棉衣，头戴棒球帽的男子
斜背着挎包，向市民兜售饰
品。“不只是珍珠，还有纯银的，
有保健功能，戴上对身体好。”
男子声称他兜售的银饰和珍珠
饰品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具有
治疗各种慢性疾病的功效，非
常适合中老年人佩戴。

不少市民围了上来，拿起
饰品打量，小声议论。一位老
太太和一名中年男子各花40
元买了一套饰品，拿在手中把
玩。记者注意到，这些饰品与
常见的纯银、珍珠饰品在色泽
和重量方面有所差异。就在这
时，一位穿红衣的老太太走过
来说：“退钱，我不要了，俺孩子
说我被骗了。”红衣老太太向众
人说，她把首饰拿回家让儿子
看，儿子说是假的，连5块钱都
不值，她这才过来退货。

听红衣老太这么一说，刚
刚买了饰品的老太太和中年男
子也要求退货。兜售首饰的男
子一开始不愿意，但迫于围观
群众的压力，只好退货。“我要
是卖给你赚七八块钱，也够吃
碗饭。不要拉倒，赶紧走吧。”
男子一边退钱一边说，随后背
着包走向公交车站点。

“这都是老把戏了，专门坑
骗老年人，大家一定不要上
当。”据在附近经销文玩多年的
陈先生介绍，那名男子兜售的
饰品属于高仿饰品，成本低廉，
与前些年市面上常见的兜售假
瓷器、假象牙制品的行骗方式
如出一辙。

市工商管理局工作人员提
醒市民：私下交易不受法律保
护，尤其是牵扯到贵重物品和
古玩，稍有不慎，会遭受经济损
失，大家一定不要贪小便宜吃
大亏。

街头上演老骗术
男子当场被揭穿

模特队在叶县县衙表演。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有啥只管诉说
晚报帮你奔波

24小时百姓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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