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曹晓雨

90位舞者化成片片雪花，时而飘零，时
而聚拢，翩然天地间……3月4日的冬残奥会
开幕式上，唯一的正式文艺表演《冬残奥圆舞
曲》惊艳世人，参与表演的90位“雪花姑娘”
中有一位是咱鹰城人——贾子漉。

3月6日，记者电话联系上正在接受隔
离的贾子漉，了解她台前幕后的故事。

转椅上起舞，受伤是常事

贾子漉，今年 21 岁，家住供电局家属
院，目前在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读大一，
学习舞蹈编创专业。

去年 11月，冬残奥会导演组到北体挑
选《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员。贾子漉凭借出
众的样貌和扎实的基本功成功入选，开始
了为期三个多月的集中训练。她们辗转大
兴、顺义、鸟巢训练场馆，春节期间也没回
平与家人团聚。

在排练《冬残奥圆舞曲》时，演员需要
借助黑色圆形小转椅呈现雪花飞舞的场
景，导演要求演员做到“人凳合一”。

“排练时把椅子推出去再拉回来，需要
很强的肌肉力量，否则很难控制方向。刚开
始我经常从转椅上摔下来，身上总是青一块
紫一块的。但只要能保证演出效果，这些不
算什么。”贾子漉十分珍惜演出机会，对身体
的疼痛疲累并不在意。

可是远在鹰城的父亲贾景孝却对女儿满
怀惦念。“我家闺女在排练时手指甲断了，耳
朵流血了，膝盖也摔破了，实在是心疼啊！”

开幕式倒计时11天，演员们进入鸟巢彩
排。出于对节目摄制效果的精益求精，导演
团队临时决定，让更换另一种转椅。“当时心
态崩了。导演最后让换的那种椅子很重，不
易滑动，更难把控。但能怎么办呢？只能耐
住性子，加班加点练习。”贾子漉和其他演员
调整心态，除了日常彩排外，抓住一切机会，
不停排练磨合。

配合听障人士完美演绎

开幕式当天早上6点多，贾子漉和同学
们就从学校出发了。到鸟巢后，经过两次
严格的安检进入候场区。

“其实当天反倒不紧张，每个动作都已
烂熟于心，形成肌肉记忆了。但我的内心
很激动，因为终于能站上自己向往已久的
舞台了。上场前，张艺谋导演在动员会上
为大家加油鼓劲儿，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贾子漉回忆。

开幕式上，当盲童绘就的笑脸转至场
内，贾子漉和其他的“雪花姑娘”翩然演绎
《冬残奥圆舞曲》。包括贾子漉在内的40名
健全人和50名残障人士配合默契，将笑脸
上的色彩铺展于天地间，为世界完美呈现
精彩的视觉盛宴。

“我现在学会了很多手语。因为从开始
排练，我们40个健全人就要对听障演员进行
一对一教学。有时候翻译老师顾不上，我们
需要比画着沟通，手把手拉着对方不断重复
动作，磨合节奏。上台后更要打手语拍子，通
过眼神、气息提醒对方节点。”在这朝夕相处
的日子里，贾子漉对残障人士的世界有了更
立体全面的了解，“她们虽然听不见，但真的
很努力，连休息的时间都在练习”。

“最后盲人火炬手李端将火炬嵌入火
炬台时，我们在场的人都为他感到紧张，听
到观众席上传来的那声‘加油’，内心无比
感动。”最终，主火炬被顺利点燃，现场掌声
震耳，音乐响起，贾子漉和其他舞者一同跳
起手语舞。

演出完满画上句号，贾子漉在朋友圈
里写道：“90多个小雪花组成一朵巨大的雪
花在鸟巢五彩斑斓的屏幕中央绽放……那
一刻我感到无比荣幸。”近些天，贾子漉在
隔离宾馆里上网课，她打算等隔离结束就
回平看望父母。

鹰城“雪花姑娘”亮相冬残奥会开幕式

□记者 傅纪元 文/图

本报讯 3 月 4 日上午，市风景
园林学会组织园林专家齐聚汝州市
焦村镇魏沟村，对分布在这个古村
落内的古树名木进行摸底调查，制
定了相应保护措施，挂牌成立我市
首个古树名木保护技术指导站，将
对古树群建立“健康档案”，送上查
体、治病、养护等多项服务。

相传，东晋初年，一支魏姓族人
为避战乱，自河北沧州辗转迁居至
此，形成了魏沟村古村落。抗日战争
期间，皮徐支队、中共河南军区司令
员王树声在该村指挥抗日斗争，留下
了许多红色文化遗迹。魏沟村四面
环山，经统计，该村现存200年到500
年以上古树178棵，500年到1000年
古树35棵，1000年以上古树26棵（其
中：黄楝木2棵，皂荚树5棵，国槐树7
棵，橿栎子12棵），还有100年以上核
桃树30棵、柿树55棵。古树群落数
量多，分布相对集中，是我省少有的
古树群落之一，在我市更是独一无

二。园林专家现场为每棵古树测量
冠幅、身高、胸径（见上图）。

随后，风景园林学会和焦村镇政
府一起揭牌成立我市首个古树名木
保护技术指导站，学会理事长朱六营
表示，古树名木被称为“活文物”“活

化石”，它不仅是一种自然生物资源，
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今后，该学会将加强对该村落古树群
的巡查指导，“量身定制”保护方案，
制定科学的古树复壮方案，更好地保
护我市的古树名木资源。

为鹰城“活文物”建立“健康档案”
我市首个古树名木保护技术指导站落户汝州古村落

3月5日上
午，市老年摄影
协会会员正在
接 受 口 腔 检
查。为提高老
年人对口腔健
康的认识，当
日，市老年摄影
协会和牙尔康
口腔共同成立
了市老年摄影
协会会员服务
中心。本报记
者 彭程 摄

关注口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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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锣鼓声里传喜报，
咱庆祝建党一百年。电视台为
拍专题片，委派我采访这陵园。
道德英模范钦宪，事迹动地又感
天……”3月4日，在鲁山县下汤镇
新街村一戏曲舞台上，该县团城
乡村民范钦宪的感人事迹以戏曲
方式传颂。

“这戏写得不错，内容翔实，情
节感人，刚排练时就有很多人来
看，正式上演后看的人更多了。”负
责戏曲演唱的下汤镇居民史荣芳
说，该戏名叫《青丝手链》，由鲁山

县文艺家乔书明编写，演出后深受
群众好评。

据了解，剧中主人公范钦宪家
住鲁山县团城乡鸡冢村，今年 69
岁。团城乡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
的地方，也是解放战争和剿匪的战
场之一，有许多战士在这里牺牲。
2006年，范钦宪开始对烈士事迹和
墓地分布情况进行调查，埋葬在多
个地方的 19 名烈士的墓得以迁到
团城乡烈士陵园，范钦宪义务看管，
他也因此获得“诚实守信河南好人”

“平顶山市道德模范”“鲁山县道德
模范”等诸多荣誉。今年5月，乔书
明对范钦宪进行深入了解后，写下

了这部戏。
“《青丝手链》是一部现代剧，讲

的是省电视台记者赵艳晓到烈士陵
园采访义务守陵人范钦宪，结果发
现其中一名烈士留下的一个青丝手
链与自己保存的一个青丝手链相
似，后经询问，得知两个青丝手链出
自同一人之手。通过该青丝手链，
赵艳晓得知那名烈士就是自己当年
参加八路军的姥爷赵志远……”乔
书明说。

“该戏情节精彩，故事感人，是
一部很好的现代剧。”鲁山县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退休工作人员常相
生说。

鲁山农民范钦宪事迹被搬上戏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