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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四改一增”被编成豫剧小品

“咱市里有文件往下传达，小区旧
宅改造全靠它。咱小区真是脏乱差，
乱摆乱放乱如麻。如今要改造，小区
新规划，‘四改一增’完善它。你种菜
影响了咱小区规划，我的老伯呀，可不
能为了‘小家’忘‘大家’……”2019 年
12 月 28 日，在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
毓秀社区活动中心，芳华艺术团正在
排练自编自导的豫剧小品《社区是许
昌的风景线》。

当日 14 时许，毓秀社区活动中心
锣鼓喧天。4 名演员分别扮演社区的
曹书记、热心公益的义务宣传员韩国
忠、顽固的老王头及老王头的女儿王
艳红，讲述了关于推进老旧小区“四改
一增”的故事。

芳华艺术团团长韩桂荣介绍，在
豫剧小品《社区是许昌的风景线》中，
青竹园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不但私
拉电线、乱倒垃圾、车辆乱停现象非常
普遍，而且很多居民在绿化带里开辟
了小菜园。青竹园小区被纳入老旧小
区“四改一增”范围后，曹书记来到小
区做居民的思想工作，韩国忠宣传规
划内容，大多数人很配合。但老王头

不乐意，唱道：“啧啧啧，说的比唱的都
好听。我种菜种了 12 年，这块地已归
我，你快把工具还给我……”曹书记为
了做通老王头的思想工作，跑一趟不
行跑两趟，跑两趟不行跑三趟，还向王
艳红宣传政策、介绍情况。王艳红回
家看望父亲，丈夫小刚却没去。老王
头问原因，女儿道：“小刚说啦，咱青竹
园不好停车，看着地方不小，搭棚的搭
棚、种菜的种菜。他不愿来。”曹书记
跑 了 一 趟 又 一 趟 ，女 儿 也 来 做 工 作 。
老王头终于想通了，把菜拔了，把小菜
园平了。曾经脏乱差的小区变成了整
洁、规划合理的文明小区。

《社区是许昌的风景线》通过老王
头由对老旧小区“四改一增”不理解到
主动平小菜园的转变，反映了老旧小
区“四改一增”惠民政策得到群众的拥
护和支持。

去年夏天，芳华艺术团年近八旬
的团员寇根才目睹了毓秀社区党支部
书记工作的不易和老旧小区“四改一
增”的迫切，根据实际情况和切身感受
创编了豫剧小品《社区是许昌的风景
线》。

扶贫干部、社区干部的日常生活成节目内容

除豫剧小品《社区是许昌的风景
线》之外，芳华艺术团团员闫玉存根据
其老家真实情况创编的脱贫攻坚主题
豫剧小品《党的政策惠人心》演出后也
颇受欢迎。

闫玉存的老家在建安区河街乡陈
胡村。2015 年，他目睹了扶贫干部帮
助贫困户申请贷款、开办腐竹厂，带领
大家共同致富的经过。当时，村里的
贫困户含着热泪说：“真要感谢党的好
政策，感谢我们的扶贫干部！”这些话
至今在他的耳边回荡。闫玉存有感而

发，用几个月时间创编了豫剧小品《党
的政策惠人心》。

当闫玉存把剧本拿到团里时，韩
桂荣看得热泪盈眶。这不就是扶贫干
部的真实写照吗？一定要把它搬到舞
台上！

挑选演员、排练节目，每个团员都
尽力尽力，不怕苦、不怕累。每周三下
午，芳华艺术团都会在文峰游园进行
专场演出。这两个原创节目最受老百
姓欢迎。

芳华艺术团的原创节目接地气，

活跃在市区广场、游园、社区的文艺志愿者多才多艺

融入许昌元素，变身边事为精彩节目

辞旧迎新喜洋洋。近
段时间，我市不少文艺志
愿团队举办演出活动、录
制社区网络春晚节目，给
居民带来了欢乐。

记者采访发现，活跃
在市区广场、游园、社区的
文艺志愿者多才多艺，有
的还精于节目创作。

连日来，记者对文艺
志愿者创作的节目进行了
盘点，看他们是如何用快
乐装点生活的。

□ 记者郝晋王培

芳华艺术团团员在排练《社区是许昌的风景线》。 记者王培 摄

用 百 姓 喜 闻 乐 见 的 方 式 宣 传 党 的 方
针 、政 策 ，每 次 演 出 都 受 到 市 民 的 欢
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除芳华艺术团外，活跃在市区游
园、社区的其他文艺志愿团队也注重
从身边挖掘题材，创作大家喜闻乐见
的文艺节目。

金色六零艺术团团长郭瑞全说，

他们正在排练小品《网格长》。调解纠
纷、粉刷楼道、换灯泡等，都是社区干
部要做的事。《网格长》记录了社区干
部 的 日 常 生 活 ，讲 述 了 居 民 的 身 边
事。“大家看了感觉亲切、真实。这个
小 品 不 仅 体 现 了 社 区 干 部 工 作 的 不
易，而且让更多居民理解社区干部，共
同营造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

融入许昌元素，节目很有本土味儿

我市各社区的文艺志愿者在自创
节目的过程中，很注意融入许昌元素，
节目很有本土味儿，拉近了与群众的
距离。

2019 年 12 月 29 日下午，许昌印象
模特儿艺术团在许都公园排练自编自
导的大型汉服秀《梦回三国》。随着音
乐，演员们时而低眉颔首，时而款款踱
步。

这个节目是许昌印象模特儿艺术
团团长陈卫华 2018 年创作的。

“许昌作为三国文化名城，有着悠
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我想创
作一个有许昌地方特色的节目。”陈卫
华说，当年 5 月，她的想法一提出，就得
到了大家的支持。1 个多月的时间里，
陈卫华天天上网看视频、查资料、找音
乐、设计队形。她把作品命名为《梦回
三国》，分为《迎宾》《礼仪汉邦》《魏王
驾到》三部分，全程 14 分钟。80 多个队
员分饰妃子、宫女、大臣等角色，演出
服装均为汉服。

陈卫华激动地说：“80 多个人一起
演出，场面宏大。其中，宋玉敬对曹操
的演绎特别到位，举手投足尽显王者
风范。我们第一次在许都公园演出这
个节目，就吸引了众多围观者。大家
都 拍 手 叫 好 ，大 大 增 强 了 我 们 的 信
心。”

去年，他们受邀参加禹州庙会演
出 ，从 猪 年 正 月 初 一 演 到 正 月 十 五 。
提起这段往事，陈卫华称：“虽然演出
是公益性的，但是没有一个队员叫苦
叫累。大家都觉得应该宣传美丽的三
国文化，报名特别积极。今年，我们还
要好好排练，争取把原创节目搬上更
大的舞台。”

华夏之声艺术团团长吴如芳说，
利用歌曲《谁不说咱家乡好》的旋律，
他们创作了《谁不说咱许昌好》，表达
了对许昌“五湖四海畔三川、两环一水
润 莲 城 ”水 系 格 局 及 便 利 交 通 的 喜
爱。另外，由市文明办提供文字稿，他
们 编 排 了“ 三 句 半 ”《道 德 模 范 人 人
夸》，热情歌颂了“时代楷模”燕振昌及
我 们 身 边 的“ 中 国 好 人 ”“ 河 南 好 人 ”
等。为了展现许昌荷花和曹魏古城的
风采，他们编排了模特儿秀《荷花颂》
和汉服秀《重回汉唐》……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