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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娄刚 文/图

1月25日中午，在去鲁山县
瓦屋镇楼子河村“乡村春晚”的
路上，记者和文化志愿者张萌同
一辆车。天阴着，还下着毛毛
雨。

张萌是“文化客厅”公益课
堂播音主持课的老师，也是在省
文化志愿者服务工作站注册的
文化志愿者，她当天的任务是给
楼子河的“乡村春晚”当主持
人。“下雪还好，千万别下雨，下
雨就彻底演不成了。”她说，之前
她在楼子河主持过一次节目，正
赶上下雪，给她留下了难忘的记
忆：“脚冻麻了以后再磕碰一下，
钻心地疼。”这次为了防冻，临走
前她套了两条绒裤。途中她告
诉记者，这次是和楼子河一位村
民联手主持，“他说河南话，也不
知道效果怎么样”。

全省第一个建起“乡村
音乐厅”

下午2点，记者一行来到楼
子河村，没看见舞台便先听到了
歌声。来到露天舞台边，看见演
职人员正做最后的彩排。据市
群艺馆馆长吴佳介绍，楼子河村
是全省第一个建起“乡村音乐
厅”的村庄，由文化志愿者定期
对村民进行艺术培训。

晚会舞台设在山岗环抱的
一处平地上，旁边有小河、树
林。据文化志愿者、晚会导演王
巍介绍，晚会原定晚上 6 点开
始，因为要通过网络直播，改到
了下午3点，这样就可以把这片
美丽的乡村风光呈现给更多的
观众。说话间，一台转播车开到
了舞台边上，工作人员还拎着无
人机。王巍说，这台晚会的演员
以村民为主，文化志愿者主要在

创作、排练、指导上发挥作用。
志愿者王斌告诉记者，近期

他们一直和村民在一起排练节
目，最近三天都住在村里，“一张
床上挤三个人。听说改时间了，
大家开始还怕太仓促，后来一想
也有好处，不用连夜赶回家了。”

“化完妆后脸上有些紧
绷”

下午3点，“乡村春晚”拉开
帷幕。第一个节目是楼子河村
的小学生表演的健排舞《一起跳
起来》，记者注意到，主唱的男青
年周彬虽然唱得不错，但有些细
节不够专业，下台后记者采访了
他。周彬是楼子河村民，在东北
做生意，刚刚回家一个星期，到
家听说要办晚会让出节目，“那
就唱首歌吧”，为了把歌唱好，他
开着车往市区跑了两趟，让专业
人士试听。记者问他在台上的
感觉如何，他说：“以前从来没有
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过，有点
紧张，但是能给这么多人表演，
也有点兴奋。唯一不舒服的是
化完妆后脸上有些紧绷，总觉得
表情不自然。”

台下很热闹，本地的村民大
都搬着凳子来看演出，远一点的
开着车来，还有做小生意的在人
群中穿来穿去。记者和一位叫
华记娃的中年男子交流，他说他
是从背孜乡赶来的。记者说这
么远跑过来啊，他说不算远，还
有从汝阳来的呢。他说是从微
信朋友圈里知道演出消息的。

102岁老人五世同堂

一个个节目看下来，记者
感到，这台晚会形式多样，有戏
曲小品、广场舞、诗朗诵、快板
等，内容也很本地化，许多节目
中穿插了楼子河村的故事。
102岁的李文盘五世同堂，一大
家子50多人登上舞台时，许多
观众感慨不已。王斌说，听说
李文盘高寿，他曾前去拜访，恰
巧老太太到闺女家串门去了，
他顺着路去找，发现还要过一
个小山岗，“那路我走都吃力，
老太太却轻车熟路。”王斌连连
感叹。

下午 5 点多，楼子河村的
“乡村春晚”在村歌《我爱楼子
河》中圆满落幕。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昨天上午，迎着冬日暖阳，
叶县叶邑镇老鸦张村村民陈娥
与同事在村西的一片空地上忙
着晾晒粉条（上图）。这些粉条
是老鸦张村的红薯加工厂刚刚
生产出来的。

贫困户现身说法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老鸦张
村的红薯加工厂——平顶山市
好劲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
司负责人齐大央正在与客户洽
谈业务，虽然齐大央是公司负责
人、老鸦张村村委会委员，但因
这家公司主要生产粉条，当地村
民习惯上称这家公司是粉条厂，
管齐大央叫“齐厂长”。

据齐大央介绍，公司成立
于2016年 6月，是一家专门以
本村出产的红薯就地加工制作
红薯粉条的村办企业。由国家
拨款、村委投资、贫困户参与入
股三方资金相结合创办。该公
司成立以来采取贫困户入股或
进入公司务工的形式，帮助陈
娥、兰元法等数十户贫困户摆
脱了贫困。

今年 53 岁的陈娥告诉记
者，几年前，她的丈夫外出打工
期间，一只手不幸受伤落下残
疾，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当时，
她的儿子正在上高中，因此她
家被村里评为贫困户。为了帮
助她家摆脱贫困，好劲道公司
一成立，她家便在公司入股
40000元，每年可以分红2000
元。另外，她还被公司招收为
员工。一年下来，她在公司务
工三四个月，平均一个月可领
取2300至2400元的工资。两
年前，她的儿子高中毕业，现在
已外出打工挣钱，她家的生活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到2017年
底，陈娥家已经摘掉了贫困帽。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村民
兰元法家时，兰元法正与家人
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今年59
岁的兰元法高兴地说：“现在党
的政策真是好，感谢党和政府
对俺家的帮助。”

兰元法家一共五口人。因

为身患哮喘病，兰元法不得不
常年吃药，“你看，我兜里随时
装着药。”说话间，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瓶西药给记者看，几年
前，他家被村里评为贫困户。
好劲道公司成立后，他家也入
股40000元，同时，该公司还流
转了他家三亩半耕地，并吸收
连桂荣进入公司务工。除每年
在这家公司分红2000元以外，
公司每年还向他家支付流转土
地租金1100元，另外连桂荣参
与公司红薯种植、采收与粉条
生产，还能领取相应的工资。
现在村里又为他与妻子分别提
供一个公益岗位，每人每月可
领取350元工资。如今他家人
均 纯 收 入 超 过 了 3400 元 。
2018年底，叶邑镇政府给他家
颁发了《脱贫光荣证》。

140户贫困户脱贫

据老鸦张村负责脱贫攻坚
的村委委员姜合文介绍，老鸦
张村现有人口2754人，是一个
省级贫困村，2013年全村有158
户贫困户。好劲道公司成立
后，一共吸收31户贫困户入股，
入股资金达60多万元，这些资
金全是国家贷给贫困户的扶贫
贷款，公司利用这些贷款进行
粉条加工与销售，所有扶贫贷
款均由公司来偿还，贫困户只
在公司领取红利。另有14户贫
困户如陈娥等人直接进入公司
务工，至2018年底，这45户与
公司息息相关的贫困户已经全
部脱贫。

此外，老鸦张村还有一些
贫困户在本村或邻村的服装加
工厂等企业务工，目前多数贫
困户已经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全村仅有 18 户贫困户尚未脱
贫。

谈及本村的粉条厂，老鸦
张村村民兰大妈告诉记者，粉
条厂生产以来，全村老少爷们
儿过年不用买粉条了。前不
久，粉条厂给村里各家各户都
分发了粉条，一人两斤半，不
论贫困户还是富裕户，人人有
份，连“吃奶孩子也分到了粉
条”。

昨天上午，市区曙光街中段一出售春联、窗花的摊点前，市民在购买喜庆吉祥的窗花。商户告
诉记者，今年购买窗花的市民非常多，这些剪纸窗花做工精细，价格从几元到数十元不等。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文化志愿者联手村民打造“村晚”

前不久，叶县叶邑镇老鸦张村的粉条厂给每个村民
分了两斤半粉条，全村老少爷们儿过年不用买粉条了。
一家红薯加工厂惠及老鸦张村全村2700多口人，其中贫
困人口240人——

老鸦张村红薯产业助力
45户贫困户摘帽

窗花热销

一大家子50多人同台演出

楼子河村“乡村春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