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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文/图

9月19日，行走在湛河区曹
镇乡谢庄村的村道上，清风拂
面。蓝天白云下，一排排用青
砖、瓦片、竹子修葺装饰的围墙
映入眼帘，古色古香的围墙和
美丽的墙绘成了村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美丽的田园风光吸
引远近游客蜂拥而至。谢庄村
实现从脏乱差村蝶变成美丽生
态宜居村。

高颜值乡村引客来

“我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
子，没想到村里能变这么美，一
到周末，经常有人来这游玩。”9
月 19日，谢庄村70岁的王富才
坐在自家门口乘凉，看着村里
干净整洁的柏油路、听着路边
精心打造的水系传出的潺潺流
水声，他难抑喜悦之情。

紧挨王富才家的“春华巷”
以该村解放军战士杨春华命
名，墙上的墙绘描述了他从参
加革命到成为曹镇机械厂第一
任厂长，制造出宝丰县第一台
拖拉机的故事。

“家乡变美了，住着舒服，
我们也自豪。”王富才说，以前
自家门口种了树和菜，柴火和
垃圾都堆在门口，很不美观，得

知村里要修路，他二话没说就
把门口的地方腾出了。

村民史凤银家紧挨着“荷
风园”和“雨竹园”，每到节假日
总会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游客，
拍抖音、拍照片，一待就是一整
天。微风吹过，“荷风园”里的
荷叶高低起伏，姿态万千。“这
里原来是个废弃的鱼塘，还经
常有人扔垃圾。4年前，我们随
手埋了一些藕，没想到今年连
成片了，村里又沿着池塘把周
围一修，更美了。”史凤银说。

村民齐动手美化家园

“以前村里卫生很差，杂草
丛生，家家用的都是旱厕，夏天
蚊子、苍蝇乱飞。一到下雨天，
道路泥泞，环境状况更是不堪。”
今年68岁的村民贾留对以往村
里脏乱差的情形记忆犹新。

今年3月份，谢庄村启动美
丽乡村改造。曹镇乡党委副书
记何向红和村“两委”广泛征求
乡贤、外出人员、退休干部、党
员、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根据村
里的实际情况细化村规民约，
张贴宣传标语，用广播宣传、微
信推送等方式营造氛围，发动
村民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5月正是种草皮的时候，但
受疫情影响，买不来草籽和草

皮。为了保证村内荷花池绿化
工程的顺利推进，有村民提议
可以将荒地里的百慕大草移栽
到荷花池岸坡上，既省钱还能
保证绿化效果。这个方案通过
后，谢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前带
领村民马上行动起来，提上篮
子，拿着铲刀，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分时段分批采集百慕
大草，不到两天时间就完成了
荷花池岸坡植绿。

“村子能变成现在这样，离
不开村民的共同参与。从集中
清理积存垃圾、拆除危旧房、拆
除乱搭乱建到看护村里的绿
植、修建游园，都有村民的参
与。”看到村里日新月异的变

化，杨前说，他们先后拆除违建
房屋 5处，平整土地 2000平方
米，硬化道路1000米，铺设污水
管道400米，新建村内景观水系
200余米，修整景观荷花池，新
建文化广场、水系游园、吊桥、
凉亭、休闲步道、蔷薇花墙等，
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我们村的乡贤看到村里
环境整治前后的变化，主动出
资为家乡建造村标、架设路灯
等。”杨前说，现在村里占地77
亩（1亩≈666.67平方米）的田园
综合体项目已经落地，未来，集
优质稻米产业、休闲垂钓、特色
民宿、乡村旅游于一体的谢庄
村将更美。

高颜值谢庄村引客来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9月16日晚，叶县廉村镇东
马庄村文化广场上，伴随着一
阵紧促的锣鼓声，经典曲剧《屠
夫状元》正式拉开帷幕。

“好一个雪打蜡梅花……”
随着一声曲调悠长的唱腔唱
响，主人公胡山脚步轻快地登
台亮相，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和叫好声。

饰演胡山一角的是市戏剧
研究中心副主任、我市曲剧名
家姚军良，两个多小时的演出
中，他通过“杀猪杀到月出山”
等唱段的精彩演绎，把胡山这
一善良机敏、幽默乐观的戏剧
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舞
台上。

“我从艺30多年了，从露天
戏台到群众文化广场，从群众
花钱看戏到政府买单送戏下
乡，我和同事一起参与并见证
了近十年来我市戏曲行业的巨
大变化，可以说我赶上了戏曲
最好的时代。”姚军良感慨道。

以下是姚军良的自述——

送戏下乡群众乐享文化大餐

我1988年从南阳戏校毕业
来到当时的市越调剧团，几年
后调到市曲剧团，2012年，这两

个剧团和市豫剧团合并成立了
市戏剧研究中心。

我主要从事曲剧表演，先
跟剧团的王富生等老师学了

《潘阁舍妻》《狸猫换太子》《王
华买爹》等戏，2000年成为曲剧
大师胡希华的入室弟子，又专
门学习了《屠夫状元》等作品。

上世纪 90 年代初，受电视
普及等因素影响，戏剧演出市
场渐渐萎缩，我们的演出机会
日渐减少。那时候就春节时演
出市场还可以，春节一过我们
就发愁。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2
年。这一年，市戏剧研究中心
成立，我们曲剧团改制成为中
心下属的曲剧院，国家和省、市
也出台了很多扶持剧团的政
策，像送戏下乡、舞台艺术送基
层等活动，由政府买单，直接给
剧团提供了很多演出机会。现
在，政府每年给我们曲剧院下
达的送戏下乡、舞台艺术送基
层演出就有160场左右。

村村有舞台 演出更便利

十年来，我们的演出条件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十年前，
我们出去演出经常是扛着行李
卷儿，在农村睡过大棚、炕屋、
破庙，常常是把破房子一打扫，
弄点麦秸、玉米秆铺铺，行李一

放，大家都住大通铺，我们自嘲
是睡麦秸窝儿。

演出的时候就搭一个四根
杆子支撑的简陋舞台，扩音器
用的是高音大喇叭。

如今的演出条件比以前强
太多了。剧团配备有流动演出
车，给每个人都配了折叠床，再
也不用睡地铺了。尤其是最近
几年，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
化阵地建设非常重视，村村都
建有文化大院或文化广场，有
专门的舞台，下村演出再也不
用临时搭台子了。原来的高音
大喇叭也换成了现代音响设
备，演出效果更好了。

这些年我们演出多了，收
入高了，演员们排戏、演戏的热
情也更高了。我们复排、新排
了很多戏，前几年新排的古装
戏《龙情》还获得了省第八届黄
河戏剧节金奖。新排复排的

《武家坡》《风雪配》《姊妹易嫁》
等很受群众欢迎。

这些年来，我看到了鹰城
戏曲的大发展，看到了农村的
新变化，可以说这十年是戏曲
最好的时代。当然，戏曲的繁
荣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
们会创作更多符合观众口味、
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我相
信，我们戏剧人的明天会更好。

赶上戏曲最好的时代

·家乡十年

·我的十年

姓名：姚军良
年龄：55岁
身份：曲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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