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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很多社区舞

蹈队伍都是女人“一统天下”。不过，
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红旗街社区，有
个大名鼎鼎的俏夕阳舞蹈队，里面有

10个“酷老头”队员，还曾经有老头担
任队长，演绎了别样的“半边天”，退
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红旗街社区俏夕阳舞蹈队：

“酷老头”演绎别样“半边天”

□记者赵志国通讯员李宗铭

本报讯 朋友之间遇事本
应相互帮助，可宝丰一男子财
迷心窍，背信弃义，在朋友生病
住院期间，虚情假意陪护，暗地
里却将朋友的钥匙偷走，潜入
朋友家行窃，演绎了一场“塑
料”兄弟情。12月10日，宝丰警
方将犯罪嫌疑人李某申抓获。

11月 16日上午，宝丰县公
安局车站派出所接刘某报案，
称其放在家中的银元、古铜币、
纪念章及碎银等财物被盗，价
值万余元。他对现场调查的民
警称，11月9日，他在家中曾邀
请朋友李某申、刘某正饮酒吃
饭，趁着酒兴将其平时收藏的
银元、古铜币、纪念章等物品拿
出来让二人欣赏，并称这些东
西很有收藏意义与经济价值。
之后，家中并未有其他外人来
访。 初步了解情况后，民警调
取了刘某居住小区的监控录
像，发现李某申有重大作案嫌
疑。12月 10日，办案民警依法
将李某申传唤至派出所。

然而，李某申拒不供认盗

窃事实。民警用法律攻心，并
通过外围寻求证据，李某申终
于供述犯罪事实。

据李某申供述，11月10日，
刘某突发疾病，在李某申、刘某
正的陪护下到平顶山市区某医
院治疗。由于在接受医疗仪器
检查时不能随身携带手机和钥
匙等物品，刘某便将随身携带
的手机和钥匙等物品放置在病
床枕头下。此时，旁边的李某
申看到钥匙后顿生贪念，在刘
某检查期间借故离开，溜回刘
某病房偷走了钥匙。次日，李
某申潜回宝丰县刘某居住的小
区，利用刘某的钥匙潜入其家
中，将存放在衣柜内的银元、古
铜币、纪念章及碎银等财物盗
走。盗窃得手后，李某申又以
到医院探望刘某为幌子，悄悄
将钥匙放回原处。而后，李某
申返回宝丰将盗来的银元以
4000余元价格出售，剩余财物
全部藏匿于自家居住小区的楼
顶天台之上。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申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所藏匿的赃物被悉数追回。

虚情假意陪护生病朋友
暗地偷其钥匙入室行窃
宝丰一男子演绎“塑料”兄弟情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餐饮店泔水是否
用于喂养畜禽？是否按规定施
行了干湿分离？昨天下午，新
华区部分人大代表在新华区市
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陪同下，对
辖区餐饮店进行视察，了解餐
厨垃圾规范化处理情况。

昨天下午，新华区数位人
大代表在新华区人大环资委主
任杨勇带领下，先后来到辖区
的润泽园神马店、好日子、成都
市井火锅店、润泽园光明路店、
粥之源凤凰居等多家餐饮店进
行视察。每到一家餐饮店，人
大代表都直奔后厨，查看泔水
处理情况。视察中，人大代表
发现，这些餐饮店均设有泔水
处理区，配备有泔水干湿分离
设施，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经
干湿分离后，“干的”餐厨废弃
物由环卫部门集中运走，“湿
的”则排入污水管道。有的餐
饮店对分离出来的带有油污的
水再次进行油水分离，之后再

排入污水管道。一些餐饮店内
张贴着《加强餐厨剩余物（泔
水）管理承诺书》。这些餐饮店
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规定，他
们现在不再将餐厨剩余物（泔
水）处理给生猪饲养户，而是交
给环卫部门运走。

陪同视察的新华区市场监
管局副局长朱彦须说，今年以
来，该局要求餐饮服务单位建
立落实餐厨废弃物管理制度，
分类收集，对从业人员开展培
训，禁止餐厨废弃物用于喂养
畜禽，并将此作为安全重点检
查内容，督促其推进餐厨废弃
物规范化处置。截至目前，新
华区辖区餐饮单位已全面施行
泔水干湿分离，并由产出单位
负责规范化处理。

在视察中，人大代表在光
明路中段发现，个别雨水井内
仍可见倾倒的泔水。对此，在
视察之后的座谈会上，人大代
表建议新华区市场监管局今后
加强对小型餐饮店乱倒泔水的
监管和处罚力度。

饭店泔水处理规范吗？
新华区人大代表进行视察

12月12日，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红旗街社区舞蹈活动室，舞蹈队的老汉在进行“反串”舞蹈排练。

“女队员一个舞蹈动作，可能教
三五遍就记住了，可男队员会更辛
苦些，反复练习四五十遍，动作、神
态才能拿捏到位。”陈玉兰说，这个
舞蹈队，男队员年龄最大的 79 岁，
最小的也有55岁。与女队员相比，
他们绝大多数毫无舞蹈基础，甚至
有些基本动作都要不停地反复练
习，但他们都很刻苦，没人不耐烦，
也没人中途退场，总是认真训练、随
叫随到。

今年64岁的夏会选有着6年的

“舞龄”，他说：“我刚参加舞蹈队时，
由于从没跳过舞，动作很僵硬，如今，
我经常与老伙计们一起唱唱跳跳，腿
脚比过去灵活多了，多年的颈椎病也
好了，感觉自己也变年轻了。”

79岁的队员郭永俊就是舞蹈队
中年龄最大的那个。他乐呵呵地说，
舞蹈队就像一个大家庭，平时有队员
做了好吃的，就拿过来一起分享，哪
个队员生病或遇到困难了，大家相约
去探望，社区及街道遇到节日办演
出，大家就齐心协力贴近节日主题编

创节目，并交流心得。他很高兴能成
为这个温馨大家庭中的一员。

红旗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党支
部书记李月萍说：“他们舞蹈队的‘门
槛’很低，不管高矮胖瘦，有没有舞蹈
基础，只要你喜欢跳舞，就可以免费
参加，而且有老师义务教。”

李月萍说，这支舞蹈队由于有这
些“酷老头”的加入，演出时总会显得
创意十足、别具一格，凭这一点，舞蹈
队在参加市里及区里的各种演出或
比赛时，时常能拿奖呢！

“酷老头”感悟：收获多多，快乐多多

昨天上午，在红旗街社区居民文
化活动中心排练室，8个表演“反串”
角色的“酷老头”正在队长陈玉兰的
指导下，认真排练舞蹈《纤夫的爱》。
他们虽然都是“爷爷”级的人物，可跳

舞时的精神头一点也不比年轻人逊
色：或婀娜多姿，或英姿飒爽，不断变
化的优美动作引来居民看稀罕。

“几个老头上场跳舞，本身就新
鲜，再加上他们酷炫的造型和动作，

很吸引人。”正在一边观看的文化活
动中心主任焦长春说，虽然他对跳舞
不太擅长，但总被这几个老当益壮、
积极向上的老人所感染，有时也会上
场跳一段。

一群“酷老头”：跳舞棒棒哒

跳舞时间长了，陈根选因舞跳得
好，竟被大家选为队长，后来因年
龄太大才“退休”。在他的引导下，舞
蹈队里的“酷老头”不断增加。目前，
他们舞蹈队里的男队员共有 12个，
与女队员平分秋色。

“刚开始时，男队员少，很多舞蹈
是为女队员打造的，就需要男队员反
串上场，可大家都愿意演男的，不愿意
演女的，有的即使扮了女的，跳舞时也

往往动作僵硬，深入不到角色中去。”
陈根选笑着说，“每到这时候，我就给
大家做思想工作：咱们大老爷们家怕
啥？扭捏个啥？要玩就玩得高兴，要
玩就玩出风采，观众一看、一笑，说演
得不错，咱心里也高兴不是？”

队员马致富坦言，他刚加入舞蹈
队时，与许多男队员一样，面子也磨
不开，可他相信，勤能补拙。记得有
一次为迎接一个演出，他需要与几个

队员扮演农村小脚老太婆，用脚后跟
学老太婆小脚走路，可把他给难为坏
了。为了“入戏”，他多次到农村观看
老太太走路，并通过上网查相关资料
一遍遍照着练习，然后再教给队友，
后来正式演出时，他们清一色的反串

“老太婆”，上场先是模仿小脚走路，
后又走起模特步，接着又扭起了东北
大秧歌……诙谐幽默、别具一格的表
演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酷老头”训练：从面子磨不开到游刃有余

说起俏夕阳舞蹈队里这几个“酷
老头”，有一个人功不可没，就是这群

“酷老头”的“头儿”——陈根选。
今年76岁的陈根选家住红旗街

社区红西小区，是平煤神马集团七矿
的退休干部，也是舞蹈队第一个加入
的“酷老头”。

“我正式加入舞蹈队，完全是歪
打正着。”陈根选说，他从小就喜欢文
艺和体育，为打发退休后的时光，

2010年主动加入刚成立的俏夕阳舞
蹈队，那时，舞蹈队里除了他都是女
队员，他主要负责演出时给队员们看
衣服、调试音响等。

“加入舞蹈队的第二个月，我们
去郑州参加一个省里的广场舞比赛，
有个队员头天晚上突然拉肚子上不
了场。眼看第二天就得比赛，几个队
员连夜教我舞蹈动作，叫我替补上
阵。我记得那个舞蹈叫《铃鼓舞》，上

场时我男扮女装，戴着假发，穿一身
大红连衣裙，站在角落里，心里老害
怕。我只知道跟着其他队员后面跳，
跳得啥也不知道了，下来身上一身汗
……”提起自己第一次上场的经历，
陈根选仍记忆犹新。

让陈根选自豪的是，那一次，舞
蹈队得了第二名，这给了他极大的
鼓励，从此爱上了跳舞，一发不可收
拾。

“酷老头”的“头儿”：第一次上场心里老害怕 昨天，在市区和平路商业步行街上，两位身穿汉服的服务员
在推销饰品，吸引路人注视。

由于电商带来的竞争压力，市区不少实体商店变换多种方式
招揽顾客，以促销商品。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商业街上的“古典”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