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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活跃在市区广场、游园的
社区文艺志愿者，用眼睛发现
美，不仅围绕身边的事创作小
品等节目，而且编排将新旧生
活进行对比的情景剧。他们
自觉围绕重大节日创作节目，
弘扬主旋律，抒发对党和国家
的热爱之情。

这些形式多样的节目，在
潜移默化中感染市民，成为我
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亮点。

□ 记者郝晋王培文/图

尊敬的许昌市民、万象业主：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万象地产的信任与支持！
新年到来之际，经我公司研究决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由我公司开发建
设的位于天宝路以北、陈庄街以南、
灞陵河以东、解放路以西的城市综合
体项目“万象城”正式更名为万象新
城。

更名后的万象新城，品质全面升
级，服务全面更新，必将带给许昌市

民更好的居住体验，为人与城市、人
与自然、人与人持续发展创造更美好
的空间。

万象新城将继续砥砺前行，用心
筑好家。因更名带来的不便，我们深
表歉意，敬请谅解。期待您继续支
持。如有疑问，请拨打万象地产热线
电话 0374-3151111。

特此公告
河南万象地产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日

万象新城更名公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活跃在市区
广场、游园的社区文艺志愿者注重创作
文艺节目。他们演出的节目丰富了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在榆柳社
区活动中心，美西湖艺术团团长尚美红
带着队员排练自创节目《蝶儿飞飞》。
伴随着《梁祝》的音乐声响起，尚美红和
6 个队员站在了舞台中央。中国古典
音乐配上伦巴舞，柔美不失欢快，既有
中国古典音乐因素，又有时尚的伦巴舞
元素，真是中西合璧。

尚美红说：“我喜欢中国古典舞蹈
的柔美、大气，也喜欢伦巴、爵士、拉丁
等舞蹈的欢快。我一直在想，能不能创
作一段舞蹈，将两者融合起来？我们争
取在春节前把这个节目呈现给更多的
人！”

“竹板慢打走上台，我们四个唱起
来……咱们表一表大许昌，全面创建国
家文化服务体系新动态……”这是市老
干部大学艺术团团员表演的快板儿《许
昌明天更美好》。

市老干部大学艺术团副团长、舞蹈
队队长王卡丽说，除了自编自演的音乐
快板儿外，他们还编排了以“莲”为元素
的《莲韵》，表现“一带一路”的《丝路花
雨》等。

韵之声爱心艺术团团长常永硕说，
目睹许昌近年来的变化，他和该团成员

袁世安、王振彩一起创作了《老两口儿
逛莲城》，表达了作为许昌人的喜悦之
情。该作品曾荣获魏都区首届网络作
品“七个一工程”歌曲类优秀奖。许昌
水系连通工程竣工时，他们创作了《水
韵莲城福万代》。

许昌金色六零艺术团团长郭瑞全
说，该团正在排练一个舞蹈，讲述“爷爷
的梦”。

“爷爷”小时候看《木偶奇遇记》，想
做小说里面的“木偶”。这个儿时的梦
想一直萦绕在“爷爷”的心头。舞蹈中，

“爷爷”与一群“木偶”共舞。
莲花湾艺术团团长李素真说，她和

团员们正在排练小品《婆媳共唱和谐
曲》，讲述婆媳和睦相处的故事。实际
生活中，婆媳相处是个难题。

“婆婆也是妈。这个节目讲述了母
亲节那天，几个儿媳一块给婆婆选礼物
的故事。”李素真说，这个节目以孝道为
主题，倡导社会文明与和谐。另外，他
们还正在排练《社区里的一天》。

许昌文峰老年艺术团的汪德成说，
他们自编自导了情景剧《我和爷爷、奶
奶过生日》，讲述了六一儿童节是孩子
们的节日，老年人童心不改，与孩子们
一起快乐过节。

他们还创作了《我的家乡在许昌》，
表达对许昌的热爱之情……

社区文艺志愿者自觉抒发爱国之情，表达作为许昌人的自豪

自编节目弘扬主旋律，歌唱幸福生活

1月 1日下午，天气阴冷。
市区文峰游园，许昌文峰老年艺

术团开展庆元旦文艺演出活动。尽管
当日气温很低，但现场围满了观看的
人。

在当日的演出中，大型情景剧《白
毛女》特别引人注目。许昌文峰老年艺
术团团长汪德成说，该情景剧是他们新
编排的节目，按照歌剧、舞蹈的形式进
行改编，通过旧社会普通农户杨白劳及
其家人的遭遇，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人
民生活的变化，增加了抗日、押汉奸游
行等情节。故事以把“喜儿”救出为尾
声，在演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结
束，展现了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及现在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具有很强的教育
意义。

许昌文峰老年艺术团特别注重主
旋律节目的创作。汪德成说，2015 年，
他们创作了情景剧《焦裕禄》。这部情

景 剧 分《领 袖 的 赞 誉》《灾 害 的 肆 虐》
《临 危 赴 任》《战 天 斗 地》《人 民 公 仆》
《希望的大地》六大篇章，长 1 小时 20
分，涵盖朗诵、舞蹈、歌曲、戏曲等艺术
形式。该剧编剧、许昌文峰老年艺术
团负责人之一贺东认为，当时全国正
在开展廉政建设，大家怀念“县委书记
的好榜样”焦裕禄，具有一定的社会意
义。

在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日，许
昌文峰老年艺术团编排了情景剧《难忘
的岁月》，再现了当年万众一心抗击日本
侵略者的场景。2016年，他们从延安到
井冈山，一路走一路演，策划了“重走红
军长征路”大型演出。贺东介绍，他们曾
编排情景剧《饺子》，通过“第一年的饺子
被地主恶霸抢走，第二年的饺子被鬼子
用刺刀挑掉，第三年的饺子被送往前线，
第四年终于吃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的构
思，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2019 年 12 月 29 日 ，市 区 西 湖 公
园，花飘艺术团正在排练模特儿秀。20
多名模特儿身穿旗袍有序出场，背景
是一面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接着，
歌曲《红梅赞》响起，江姐的扮演者登
台，表演了《绣红旗》。之后，两个学生
模样的演员出场，通过场景的转换，追
忆历史、缅怀先烈。最后，场景回到现
在，表达了大家对祖国的祝福。

该 艺 术 团 团 长 孙 嘉 明 说 ，节 目
《红旗飘飘》长约 5 分钟，是专门为庆
祝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编 排 的 。 为 了
更好地呈现节目效果，花飘艺术团的
杨爱菊在纸上画出每个人的位置、队

形等。
“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全是这个

节目。有时候半夜有灵感了，我赶紧
起来写到纸上，怕第二天忘了。我们
就 是 要 通 过 这 个 节 目 守 护 最 美 中 国
红。”杨爱菊说。

“成立之初，我们给自己定位，那
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弘扬社会正
气。”孙嘉明说，花飘艺术团一直在坚
持 原 创 。 他 们 创 作 的 有 充 满 青 春 气
息 、赞 美 新 时 代 的 表 演 唱《赞 赞 新 时
代》，有气势恢宏的模特儿秀《中华雅
韵》等。

“团员们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
律师。大家来自许昌的各行各业，平
时没事就在一起交流学习，感觉生活
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孙嘉明说，大
家 对 生 活 的 热 爱 成 为 他 们 创 作 的 源
泉。

华夏之声艺术团团长吴如芳说，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他们排练
了舞蹈，包括《八月桂花遍地开》《盼红
军》《情深意长》等。

创作节目成常态，群众用心爱许昌

爱国之情是大家抒发的最朴素情感

元旦当日，情景剧《白毛女》吸引市民观看

1月1日，许昌文峰老年艺术团团员在表演情景剧《白毛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