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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在新华区西市场街道三七街社区，
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碧水蓝天”朗诵艺
术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有50多岁，共同
的爱好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了激情与活
力，也增添了些许别样的温情与儒雅。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10月 27日上午 9点多，在三七街社区

“国粹空间”活动室内，朗诵团的团员们
站在舞台上，正满怀深情、抑扬顿挫地
朗诵徐志摩的诗歌《再别康桥》。团长
兼辅导老师闫红恩在旁边通过语言及
身体示范指点着团员们。

“无声”变“有声”
偶然机会“入行”

说起这个朗诵团，团长闫红恩功不
可没。闫红恩今年67岁，家住凌云大
厦，是平煤神马集团三矿的退休干部。

“我这人好写文章，当时学朗诵，就
是想让我写的文章，从‘无声’变为‘有
声’……”闫红恩说，他曾在单位宣传
科、工会干过多年，有一定的写作经验，
退休后，爱好写作的他也经常创作一些
诗歌、散文等作品。3年前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认识了几位喜欢朗诵的朋友，
看到朋友声情并茂地将他的作品朗诵
出来，很羡慕。他虚心向对方请教，逐
渐也爱上了朗诵。今年3月，他在社区
的支持下，与同样爱好朗诵的王建平、

刘素琴等几位居民一起，组建了这个中
老年朗诵团。

“冒牌”初登场
光张嘴不发声

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在59岁的团员刘秀荣看来，朗
诵看似简单，也得下一番苦功夫。她学
习朗诵，主要是为了教6岁的小孙子。

“我过去是一嘴的河南话，学习朗诵时，

先把朗诵的内容抄下来，然后再查字
典，标上拼音和声调，原来是一个字一
个音地学，现在是一段段地读和背，学
上瘾时，走路也背，洗衣服也背，做饭时
也背，有一回背得太专心了，饭都差点
烧煳了……”

朗诵光会读会背可不行，还得需
要有胆量。64岁的团员闫振华至今还
记得他第一次上台的情景。“别看我现
在穿西装、打领带站舞台上挥洒自如，

观众再多也不怕。其实刚开始登台
时，我就是个‘冒牌’，站在角落里，学
着其他团员的样子，光张嘴不发声，
就这还紧张得浑身冒汗，手脚都是抖
的……”

只为心中梦
累并快乐着

“读好一篇作品就好比欣赏一幅画，
看书只能让你记住情节，但朗诵却能让
你深入画面，深刻体会作者的情感……”
今年64岁的杜丽萍从小就喜欢朗诵，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机会学习和登
台表演。今年4月份加入朗诵团后，她
每天背词练词特别用心。

团员王建平认为，平时练习需经常
进行发声技巧、形体表演等方面的训
练，很枯燥也很累，但这让他累并快乐
着。他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快乐和充实
了。

“他们中很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背诵朗诵文章时，年轻人也许念一两遍
就会了，可他们却往往需要反复念多
遍，过几天忘了还得重新背……”该朗
诵团的顾问、市作家协会朗诵专业委员
会委员张兆维说。

三七街社区党委书记宋晓丽介绍，
虽然这个朗诵团成立时间不长，但他们
经常参加街道及社区内义务演出，很受
辖区居民欢迎。短短几个月，团员就从
当初的1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30多人。

激情满满 诵出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文/图

潘虹家住新华区光明路街道迎宾
社区，两年前，爱玩的她和一群老伙伴
组建了“红领巾老年儿歌合唱团”，吸引
不少老年“粉丝”加入。同样的爱好让
这些老年人走到了一起，让自己的晚年
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10月25日下
午，记者来到这个合唱团的排练室进行
采访。

合唱团成欢乐之家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隔，
无论我走到哪里……”当天下午，走进

“红月亮合唱团”排练室，潘虹正带领十
几名歌友身着统一服装排练红歌《我和
我的祖国》。排练室一侧的红色条幅上

“听党话 跟党走 唱支红歌给党听”字
样格外醒目。

排练休息间隙，这些“40后”和“50
后”的老人围坐在一起，像小孩子一般
说笑。

今年66岁的王秀杰是市邮政局的
退休职工，退休后，喜欢唱歌的她到市
老干部大学学习声乐时，和有着相同爱
好的潘虹认识。

“在这里我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
好朋友，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今年65
岁的陈凤云说。

今年73岁的歌友胡秀芬是一名退
休教师，一年多前，她慕名加入合唱
团。家住市区姚电大道的她，每次排练
总是风雨无阻，准时参加。“前几年忙着
带孙子，现在孙子上学了，自己也有了

快乐的圈子。”胡秀芬说，加入合唱团
后，她的老年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排练结束后，潘虹和胡秀芬等人又
忙碌起来。几天前，他们受邀外出演
出，邀请方给他们发了200元红包，大
家准备聚餐——包饺子。

爱玩爱唱走到一起

“这个合唱团的前身是‘红领巾老
年儿歌合唱团’。”说起合唱团的发展，
今年63岁的潘虹打开了话匣子。

2019年儿童节前夕，几个“发小”找
到爱玩爱唱的她，提议一起过个另类的
儿童节。儿童节当天，思想活跃的她们
在鹰城广场戴着红领巾合唱《一分钱》
《上学歌》等经典儿歌，引来不少市民和
歌友驻足围观、跟唱。“当时场面可火爆
了！”活动结束后，在众多歌友的支持下
潘虹组建了“红领巾老年儿歌合唱
团”。当年7月，潘虹带领大家参加我
市举办的庆祝建党 98 周年合唱音乐
会，荣获“优秀组织奖”。

初战告捷，一些老年歌友纷纷加
入，合唱团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
50多人，大多数歌友年龄在60到70多
岁之间。平时只演唱儿歌，各方面受
限，再者说歌友的年龄偏大，如何让合
唱团走得更远？2020 年 1 月，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红领巾老年儿歌合唱
团”成功转型，改为“红月亮合唱团”。
潘虹邀请市老干部大学的专业老师刘
敏为大家指挥，找专人领唱、伴奏，演
唱曲目以红歌为主。有着一定演唱功
底的他们，多次参加省、市、区组织的演
出。

演出不忘做公益

几年前，潘虹加入市爱心飞扬歌友
会，成为一名文艺志愿者。组建合唱团
后，她经常带领合唱团的歌友参加歌友
会组织的义演等各种公益活动。他们
还走进老年公寓、敬老院，为那里的老
人们送去文艺节目，集体为孤寡老人过
生日，有时还为老人包饺子。市区及市
郊的一些老年公寓、敬老院都留下过他
们的身影。“善待他们就是善待将来的
自己。”潘虹说。

今年9月，叶县突降暴雨，潘虹得
知曾经慰问演出过的叶县康乐苑敬老
院遭受水灾。她在群里发出倡议，大家
纷纷捐款，她和部分歌友为敬老院购买
200多元的馒头送去，还带领歌友协助当
地救援人员救灾。回市区后，潘虹仍放
心不下，她又联系市区一家汽车4S店，购
买了一些大米、卫生纸、牙膏等生活用品
开车送到该敬老院。

组团唱歌 找回往日快乐

朗诵团团员在朗诵诗歌《再别康桥》

潘虹（右一）和合唱团的部分歌友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