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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图书馆了
解到，为喜迎新春，该馆与市朗诵社
定于1月 19日举办“情暖新春 ，‘鼠’
你有才”——平顶山市朗诵社读者新
春联谊会，市民届时可自由入场观看
并签字领取春联一副。

市朗诵社成立于2018年2月，经
过两次招募，现有正式社员200余名，
其中成人100余名，少儿100余名。

本次联谊会，多才多艺的社员们

将以多种多样的节目形式一展风
采。同时，他们也期待读者积极报
名，同台竞演。活动现场将由观众评
出最受欢迎的三个节目，并给予相应
奖励。

演出时间及地点为：1月 19日下
午3点在湛南路市图书馆二楼梦想
剧场举行。节目征集时间截至 1月
17日下午5点。电话报名：2582669、
7030929。节目形式不限，每个节目
人数不限，内容要求积极健康，时间
控制在3分钟以内。

市朗诵社读者新春联谊会等你来
时间：周日下午3点 地点：湛南路市图书馆二楼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1月15日下午，市委宣传部、
市城市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到市区多个
地点检查灯展布置工作，记者随行采访
了解到，今年正月十五，市区多个地点将
有漂亮的灯展。

检查组首先来到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该区工作人员表示，争取在
腊月二十九晚上让部分展灯亮起来，
并在节日期间将熄灯时间从晚10点
延至晚 12点。随后，检查组来到新
华区园林路、卫东区体育村、湛河区

河滨广场等地，检查并督促灯展布置
情况，要求尽早亮起来，让市民多看
几天灯。

据了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
灯展地点在市政广场和市民广场，有
3组主灯和部分声电互动灯光，两个
广场四周及道路两侧有装饰灯；新华
区灯展地点在园林路西段长青路至
稻香路段，有16组大型灯；卫东区灯
展地点在市体育村内，有40多组造
型灯；湛河区灯展地点在河滨广场，
有35组造型灯。这几个地方基本上
在正月十二就能看上灯。

今年看灯展
请来这些地方

□本报记者 娄刚/文 禹舸/图

虎头鞋是一种中国传统民间手
工艺制作的童鞋，因鞋头呈虎头模样
而得名。在中原地区，虎头鞋尤其常
见。如今城里人看见虎头鞋，多半会
泛起乡愁，想起童年的农村老家，和
做针线活儿的奶奶、姥姥……

她的虎头鞋在省里拿
过二等奖

1 月 10 日，记者到宝丰县采访
了擅长做虎头鞋的常玉仙老人。
她竟然自己也不知道，她做的虎头

鞋在 2019年的“读布中原”——河
南省第五届民间艺术展上得了个
二等奖，对她来说，做虎头鞋之类
的针线活儿，是她成年后就学会的
一项基本生活技能，不算啥了不起
的大本事。

常玉仙是宝丰县赵庄镇泥河村
人，记者见到她是在县城人民路中
段她儿子家，大约十年前，她搬到城
里和孩子们一起住。

听说家里来人了，她从里屋出
来，习惯性地搬个小板凳坐到了角
落里，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
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她才坐到沙发
上，和记者面对面交谈起来。

老人做虎头鞋已有将
近60个年头

老人今年79岁，做虎头鞋已将
近60年。她21岁那年有了第一个
孩子后，就学起了针线活儿，泥河村
会做虎头鞋的女人很多，这个教点
那个教点，没多长时间她就学会了，
从此，这门手艺跟了她一辈子，而且
手艺越来越出众。

和老伴搬到城里住以后，孩子
们让她放下手里的活计，安心享受
晚年生活，但她却常感无聊。在乡
下大家一起做针线活儿，不仅是做

家务，其实也是在社交，姐妹们聊聊
天，说说知心话，日子就慢悠悠地过
去了。但在城里，朋友少了，邻居间
也没有合适的交往方式，看电视，屏
幕上的字认不全，于是她又拿起了
针线。“鞋样、针线原来就有，做袼褙
的面粉也不缺，碎布也不用买，旧衣
服多的是。”常玉仙说。

大家请她现场演示一下，于是
她从里屋取出了工具。把针拿在手
里，她立即就没了和陌生人交谈的
紧张，变得十分放松，针随手插在裤
腿或衣袖上最趁手的位置，拿和放
都是在下意识中完成的，穿针引线
中不时把针在头发上抿一下蘸点头
油，以便让针能顺利地穿过布……

常玉仙的顶针是布做的，厚厚
的，裹了好几层。问她为啥不用金
属顶针？她说：“布顶针不磨线。”

长年做活儿，布顶针把常玉仙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第二关节与第
三关节之间的位置箍成了哑铃状，
看着让人心疼。

常玉仙说，一双地道的虎头鞋，
全部用手工缝制，需要很多道工序，
从打袼褙（把布用面糊一层一层沾
起来）到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
鞋口，直到把鞋帮和鞋底缝到一起，
一双虎头鞋算是基本竣工了，但还
要经过一番装饰，扎上虎须、缝上带
子，才算大功告成。

常玉仙做一只鞋一般需要三到五
天，她年轻的时候有过坐不下去的时
候，就用冷水冲头，让自己的心静下
来。现在她做活儿能做到深夜，经常凌
晨4点多就起床做活儿。没有人催她
干活儿，实际上儿女们还极不情愿让她
做鞋，但推着小车带着几双鞋到街头叫
卖，和人们交流，让她感到心情高兴并
特别有成就感。在宝丰街头，有人特意
要了她的地址，然后找到家里要她的鞋
样；去年国庆节期间在市区鹰城广场参

加非遗展演，一位市民也向她讨鞋样，
说要寄给东北想做虎头鞋的亲戚。

小小虎头鞋传承美好
寓意

据宝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工
作人员介绍，宝丰虎头鞋制作技艺是
县级非遗项目，有悠久的历史和比较
广泛的群众基础，像常玉仙所在的泥
河村及周边村落，就有很多人会做。
虎头鞋的做工是很有讲究的，哪个位
置缝几针都有说法，比如纳鞋底的针
脚是四针，代表着事事如意、四平八
稳，四针连在一起的针团必须有九
行，代表长久和长寿；老虎的眼睛缝
三针，眼眉缝七针，代表幸运和成功；
老虎的胡须缝五针，代表金木水火
土，五谷丰登、五福临门等等。

做虎头鞋除了要掌握剪裁、缝
制、绣花等多种技法外，还需要有一
定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才能缝
制出与众不同的虎头鞋。做虎头鞋
的高手，可以将司空见惯的色线，巧
妙地加工成虎须、虎眉或皮毛。那些
花红柳绿的布头，经过她们拼凑、整
合，变成了虎眼、虎嘴、虎耳、虎尾
巴。她们还用珠子扣子等直接代替
虎眼和虎鼻，或用毛皮将虎耳虎眼鞋
口等部位镶边，增加装饰性和质感。

而虎头鞋的寓意和实用价值也
是不言而喻的：吉祥如意、福气冲
天，孩子们长得虎头虎脑，眼明耳
灵。它宽敞的内部空间和宽阔的鞋
底，既有利于幼儿脚丫的生长发育，
又可以防寒保暖，既能满足孩子脚
丫的安全防护，又能使鞋子大面积
接触地面，帮助孩子脚踏实地、稳步
行走。虎头鞋艳丽的色彩搭配和栩
栩如生的造型，既满足了人们的审
美情趣，又借虎的形象传递了爱意
和祝福，可谓幸福满满。

纳出悠悠乡愁 裁出幸福人生

79岁老人常玉仙的虎头鞋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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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1月10日，常玉仙在整理她精心制作的鞋样。

河南大地集团是国家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建
材、房地产、酒业、酒店、文化传媒等30余家公司，
现有员工5000多人，总资产100多亿元。旗下的
建材集团是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省“绿色工厂”、
平顶山十大领军企业和星级纳税企业、中国水泥质

量十强等；地产项目分布于广东珠海，河南郑州、平平
顶山顶山、、南阳南阳等地；文化传媒、酒业、酒店酒店、、现代农业等现代农业等
公司公司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因企业快速发展壮大，
人才缺乏，现面向社会招聘高管、专业技术人员和高
管助理，以建立优秀高管团队，适应公司发展需要。

河南大地集团集团诚聘诚聘英才英才

招聘条件及待遇

1.总经理、副总经理若干人：
道德品质优秀；45 岁以下；具有全
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或相关从业背
景；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组织协
调能力，具有较强的战略思维能力、
决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开拓创新
能力和团队凝聚能力。现任或曾任
企业高管者优先。待遇面议。

2.董事长、总裁助理若干人：
35 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道德品质良好；具有较强
的思维判断能力和沟通协调能
力，较好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
达能力。待遇：交纳社保，免费
公寓，硕士年薪10万元，学士年
薪8万元。

3.财务、营销和工程技术
人员若干人：
35 岁 以 下 ，道 德 品 质 良
好，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具有相关专业技术
学历或职称者优先。待
遇：交纳社保，免费公寓，
薪资面议。

报名时间：2020年1月6日至1月31日。
联系人：耿先生 联系电话：6138819、18237513951

本次招聘，集团内符
合条件的员工优先。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杀鸡时在鸡腹中取
出一枚从未见过的卵形物，叶县
居民张先生根据网上查询资料
判断，怀疑是枚“鸡宝”。昨日他
致电本报寻求帮助。

张先生家住叶县仙台镇北
庞庄村。他说，家中近日买了一
只一年多的母鸡，并于1月 14日
晚上宰杀。剖开鸡腹后，他在里
面发现了一枚鸡蛋大小的卵形
物，外面包裹着一层红褐色的薄

膜，触之稍微有点硬。
张先生经常上网，知道有“猪

宝”“牛黄”等，也听说过“鸡宝”这
样的说法，且网上有些消息称“鸡
宝”价值不菲。“我想借助晚报询
问一下，这到底是不是‘鸡宝’，有
没有什么价值？”张先生说。

张先生提供的图片显示，这
个“鸡宝”和普通中等个头的鸡
蛋大小差不多，呈不规则卵形，
外表有一些颗粒状突起。

市畜牧局防疫检疫科科长石
奎林听记者转述后表示，鸡的生

命太短，没有“鸡宝”这一说。母
鸡体内出现这种卵状物，通常是
由于卵黄掉到腹腔里形成的；如
果公鸡体内出现这种情况，则是
由于病变炎症形成，均不能食
用。他表示，网上有些消息宣称

“鸡宝”价值不菲，往往是一种炒
作，不可轻信。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科主任张聚府也表示，中药
材中并无“鸡宝”，也未有过所谓

“鸡宝”入药的记录。所谓“鸡宝”
多为发生在鸡身上的一种病变，
从医学角度来讲并无药用价值。

杀鸡剖出“鸡宝”？专家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