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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陌村：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

认定集体化道路

2005 年之前，村里紊乱无序，仅有的一
个煤矿长时间停产，村集体债台高筑、一贫
如洗。当年 7 月，刚上任的村支书韩长有带
着全体党员、干部到华西、刘庄、小岗等地参
观学习，大伙儿每天吃住 10 元钱一天的旅
馆，深思熟虑十多天，确定了走社会主义集
体化道路的治村理念。由此，集体的力量在
平陌村得以彰显。

韩长有说：“集体化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只
要在集体企业的管理中不搞大锅饭、一刀切，
由村集体通过村民自治即‘4加 2加 1’的办法
决定集体财产的使用，会很大程度增加集体企
业的发展后劲。”

理清思路、统一思想后，大家决定先从村
里的唯一经济支柱——村办煤矿做起。万事
开头难，当时煤矿工人和管理人员全部解散，
基本陷入瘫痪。韩长有暗暗发誓：煤矿一天不
正常运转，他就一天不回家。为使煤矿早日运
转，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在矿上吃住 100多
天，组织资金，招募人员，多方奔走，煤矿终于
正常生产，平陌村集体经济开始起航。

煤矿有钱了，有些人说：钱分了吧。走集
体化的路子，钱就不能分，还得上项目，让钱生
钱。经多方考察，决定投资 5000万元，上耐火
厂。为节省资金，韩长有就带着干部党员，凡
是自己会干的，就自己干，和泥、搬砖、垒墙、建
房，数九寒冬，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耐火厂于
第二年正月初六顺利投产。为发展农业，村里
又投资数百万元，建了三处灌溉工程，管子铺
到了田间地头，全村一千多亩靠天收的旱岗薄
地变成了水浇地。现在的平陌村的数家企业，
全部由村集体控股，收入由村集体支配。

集体主义充满力量

7月 21日晚，平陌村中心广场聚集了一千
多名群众，村里正在举办晚会，党员干部、村民
组长以及群众争相上台。一位村干部说，举办
这次晚会，一方面是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另
一方面是为在山上建设养猪场的义务劳动队
鼓劲。村里正在建设一个存栏上万头的大型
养猪场，厂房建设还是老规矩：义务出工。

在平陌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支身着迷
彩服的队伍，他们都是村里的党员和入党积极

分子以及部分群众。栽树种草，修路架桥，开
荒造田，凡是村集体的活儿，全部由这支队伍
义务完成。村里设置一个食堂，为参与义务劳
动者提供饭食，此外，没有分文回报。六年来，
这支队伍先后整修道路 26.8公里，架设桥梁 5
座。如今的平陌村山上有景观道路，山下有生
产道路，路面硬化已实现户户通。

平陌村和香山结为联建村，两村是山水相
依，但两村道路不通，咋办？韩长有带领村党
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76人，成立了青年突击
队。去年农历三月三，在观景台上集体宣誓：
不拿集体一分钱，为民修筑政通路。

大伙儿每天早上六点半上操，顶烈日，冒
酷暑，这一路一桥，原本造价四百多万元，党员
干部义务出工三个月，省下了200余万元

6月17日，韩长有凌晨4点起床，7点召集
76名突击队员在桥头集合，洧水河政通桥合
龙工程正式动工。当时，不少人心里没底。村
民韩花菊说：“人家都是专业人员干的，咱老百
姓会弄好不会。”当天，韩长有既当指挥员又
当战斗员。从铲车起运，到吊车起挂，从桥梁
定位，到桥面合龙，各个环节有条不紊进行，28
根重达数十吨的桥梁，一一就位，计划10个小
时桥梁合龙工程，神奇般在5个小时就顺利完
工，那一刻，在场的人都激动得落泪……

悠悠的洧水河自西向东穿过平陌村，河面
上的3座大桥依次排开，仿佛诉说着当年建桥
时广大党员干部的艰辛和快乐。

集体主义促文明

前不久，平陌村党委书记韩长有的父亲因
病去世，不少外地的亲戚朋友赶来吊唁，他们
按照农村的风俗，准备了不少吊唁物品，本想
在灵堂举行隆重的仪式，没想到都被韩长有婉
言谢绝。每人佩戴一朵白花，站在老人遗像前
三鞠躬。这就是全部的吊唁仪式，不请客，不
收礼、不扎灵棚、不办演出，老人骨灰放入村边
的集体公墓，公墓无论贫富，占地同一大小，装
饰同一档次。不仅是韩长有，从2007年以来，
凡是平陌村老人过世，一直坚持这样丧事简办
的规矩。红白事历来是农民最看重的大事，能
够做到如此简办的村庄，实属少见。以前村里
的丧事都是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少的花两三
万，多的花十几万，无形中成为村民们的一大
负担。个别家庭条件不好的村民，为了积攒给
老人办丧事的钱，甚至不给老人买药看病。

“凡是集体讨论定下的事，我们必须遵照

执行。”一位村民一句话道出了集体主义的力
量。2007 年，村集体经过村民代表和党员讨
论定下的规矩，改变了数千年乡村陋习。并组
织党员干部在村边平整出一块地，作为村里的
公墓，并通过村民大会定下丧事简办的具体要
求，执行至今。

连日来，记者多次来到平陌村，整洁宽阔的
街道、高档次的游园、整齐划一的民宅映入眼
帘，30℃多度的高温下，大街上见不到光着膀子
衣冠不整者，走进村委会，每一位村干部和工作
人员都统一着装。一位村干部说，村干部以及
村民的着装要求，也是村民大会定的。

集体让人信服，源自集体的温暖。从 2005
年开始，全村小学生学费、学杂费全免，并设立
专项基金奖补村内重点高中、大专和本科学生；
村民新型合作医疗费用、有线电视收视费都由
村集体代缴，每年春节还向群众发放春节补助；
对村困难户、60岁以上老人每年春节发放补助
资金、棉被、棉衣、食用油……

平陌村的强村富民梦想

平陌村眼下正在实施土地流转，在集中起
来的土地上发展现代化养殖业和种植业，并准
备投资建设一家电子产品加工厂。韩长有说：

“这几年的经验证明，集体化是最适合平陌村发
展的路子，我们在发展原有集体企业的同时，新
投资的企业也全部采用集体化运作，由村集体
通过持股优势控制企业的经营权，以安排更多
的村民就业，带动村民共同富裕。”

为了给群众创造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从
2006 年开始，平陌村一大部分集体收入投入
了新农村建设。累计投资 8000 多万，先后完
成了农民新居、休闲广场、排水管网、环山道
路、农户四改等工程，彻底改变了以往村内污
水到处流、垃圾随处倒的脏、乱、差局面，顺利
通过郑州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验收。如今的
平陌村，山清水秀环境美，农民新居整齐划一，
花园里充满了老人、小孩的欢声笑语。群众高
兴地说：平陌村真是个好地方。有人说叫我去
城里住，我说啥也不去，俺平陌村多美，不比那
城里差！

按照集体化的思路，平陌村制定了未来的
发展规划：采用股份制的方式整合村里的几家
耐火厂，将村集体的耐火厂做大做强；与富士康
合作开办电子设备加工厂，就近安置1500多名
村民就业；利用流转集中的土地，发展养殖种植
业，建成万头养猪场、果树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张 立 文/图

走近杨岭 阁
龙颜不悦天难雨 从此杨岭无旱船

紫云山是嵩山少室山西部余脉。史料记载
宋徽宗末年名道徐真人曾在紫云山前建有茅
舍，常年居住。 紫云山下的老龙洞是杨岭百姓
天旱祈雨的神洞。据《淮南子》、《山海经》记载：
龙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是超自然的神灵。每
年的农历二月二龙神抬头，龙颜大悦，利于万
物，风调雨顺，造福人间。反之，龙王爷震怒，冷
淡众生，降祸于人。1942年春夏大旱，杨岭村百
姓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到陕西、甘肃等地逃荒。

清代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夏天，久
旱不雨，赤地千里，庄稼枯死，村里的老人为了
祈求龙王爷下雨，率众齐聚紫云山老龙洞，烟
雾缭绕，顶礼膜拜，祈求龙王好生之德，体恤苍
生，天降甘露。为了表达虔诚之心，老人们还
特别邀请了邻村有名的文社旱船前来助兴。
祈祷之后，滴雨未见，众乡亲莫名其妙。后来
一位老人说：夜里龙王爷给我托梦了，说杨岭
村地处高岗，常年缺水，如何行得船舶？玩旱
船犯了忌讳，龙颜不悦，停止布雨。众人诚惶
诚恐，从此杨岭村再无文社旱船。

铁匠突发奇想 杨岭臑阁诞生

3个月滴雨不见，井水干涸，嗷嗷待哺。老
人们再次聚众，抬着供品和香纸到紫云山老龙
洞祈雨。途经老龙潭，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出于
好奇，捡起石头纷纷投掷潭中打水漂儿，突见乌
云翻墨，霎时间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暴雨倾盆，
中间还夹带着核桃大小的冰雹，众人落荒而
逃。雨过天晴，旱情缓解，满地庄稼狼藉不堪。
杨姓族长传话说：孩子们往老龙潭里乱扔石头，
砸住了老龙角，龙王爷大怒，所以下了冰雹，降
祸人间。村里老人商量，必须向龙王爷赔礼请
罪。于是马上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民间社火，彩
旗飘飘，锣鼓喧天，供品担担，香纸沓沓，人群似
长龙，绵延几公里，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为了
不让小孩再往龙潭扔石头，大人们都把小孩架
在脖子上。当时村里有名的铁匠杨全生也参加
了还愿队伍，他看到满身新装的大人们，肩上骑
着身着花红柳绿的小孩，在泥泞的道路上，一颤
一扭的前进，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不懂事的孩
子还在大人的肩上相互逗打着玩。杨全生触景
生情，突发奇想，如果能打一副铁架子，把小孩
固定在大人肩上，大人不再用手扶孩子，想咋扭
就咋扭，小孩在大人肩上扮成戏剧人物，大人小
孩都进入了角色，扮成一个社火社不是更好
吗？还愿归来，杨全生埋头研究，细心揣摩，多
次摸索实验，杨岭臑阁横空出世。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园情

以后世代相传，不断改进，越演越精。伊

川县程村，颍阳镇庄王、刘寨，大冶镇垌头等县
乡镇的能工巧匠纷纷打制臑阁铁架子，臑阁
民间社火迅速传播到周边市县。改革开放
以后，城乡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
越迫切。杨岭臑阁民间艺社犹如雨后春笋，
发展势头迅猛。逢年过节，逢集遇会，邀请
函雪片一般纷至沓来，目不暇接。杨岭村支
部书记宋彦昌介绍说，杨岭臑阁曾先后被邀
请到省会郑州、古都洛阳、偃师、伊川等地巡
回表演。杨岭臑阁还应邀请参加登封铁路
在伊川县半坡乡的开工典礼表演。参加了
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开幕式表演，受到
国内外嘉宾的普遍赞扬。并由原来的传统
四路发展到九路，服装焕然一新，节目更精
彩。1986 年杨岭臑阁参加河南第二届艺术
节，市民认为成年人头上顶的小孩是模具，
不是真人，不少人上前摸手摸脚，还给孩子
们塞糖块吃,以辨别真假。确信是真人后，纷
纷和臑阁上的儿童合影留念。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以及美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
亚等国家电视台纷纷跟踪采访，使民间社火
稀 有 的 独 特 节 目—— 杨 岭 臑 阁 誉 满 国 内
外。1942 年逃荒落户到陕西、甘肃的杨姓族
人，纷纷写信、拍电报、打电话给杨岭老家人
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家乡的臑阁。我
们指着电视画面告诉孩子们这就是老家的
臑阁。臑阁勾起了我们浓浓的思乡情，老家
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历历在目，我们归心
似箭，渴望早日回到家乡看看。”

少林寺前展风采 洋人叹为观止

“传承民俗，展演民艺，精彩喜庆，安全至
上，虔诚崇拜，五谷丰登，民众欢迎，家家平
安”是杨岭臑阁的宗旨，历时九代，本色不
改。杨老康曾是杨岭村的支部书记，也是杨
岭村的“老社头”。回想当年自己率领社团
的情景，杨老康老夫聊发少年狂，举手投足，
意气风发，“俗话说得好，宁领千军不领一
社，其中酸甜苦辣，啥味都有。”因为村里穷，
没钱买戏装，但是再穷不能不演臑阁，于是
家家户户卖粮食、卖玉米和红薯干。杨老康
怀揣乡亲们的活命钱来到郑州，买了戏装后
一天竟找不到吃饭的地儿，嫌贵啊！因为买
不起戏装，演员们装扮的五花八门，四不像，
臑阁被观众说成了“丑故事”。杨老康介绍
说，杨岭臑阁每年演出从正月初五开始，杨
老康作为既是村支书又是“社头”发出“演出
公告”：规定演出路线，集合地点，出发时间，
社团纪律。在出社的前一天，杨老康带领全
社演出人员全副武装，到杨氏祖庙先祭祖祭
祀，鼓乐齐鸣，鞭炮齐放，有老艺人手执“令”
旗，指挥按事先安排的演出场地进行表演。
每年的正月十五，是祭神日。一大早，全体

人员聚集在庙内，做好一切准备，社首清点
无误后，演出队伍出发，赶到紫云山下的老
龙洞、安阳宫、清泉寺、天爷庙等寺庙祭神演
出，傍晚收兵。杨岭臑阁曾坐“南京嘠士（专
业户的货车）到少林寺演出过，轰动中外游
客，外国人都看傻眼了。

惨淡经营数十载 代表剧目《杨家将》

据杨岭臑阁第十代传承人杨超凡介绍，杨
岭臑阁属于民间社火类（民间舞蹈），是中国农
耕社会的产物，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信仰
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族图腾
的折射。“主要特征是以人与音乐（响乐）混合
表演的一种民族古老的艺术形式，属于民间民
俗社火系列。 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各负其
责，规范全局。”杨超凡说，记者了解到，杨岭臑
阁的表演形式为：一个成年人头顶一个 4~8岁
的小孩（男女不限），在大街或广场走“一”字队
形、“2”字队形、“8”字队形，另外还走“0”字，交
错走“人”字队形，同时，脚踩臑阁乐器鼓点，有
时还用民间小调唱出勤劳百姓的心声。还可
以根据表演人数的多少，增加表演路数。表演
的传统节目有：《闹酒店》、《打店》、《桃仙洞》、

《三娘教子》等，代表剧目是《杨家将》。杨超凡
说：杨岭臑阁表演，因演出需求、岁时节令、传
承表演者的多少不同，则有不同的内容和故
事。表演时虽有固定程式套路，但表演者可根
据自己的理解、特长，注入自己的表演风采，即
兴加入生动的、生活化的夸张动作，释放艺术
性感，愉悦观赏者。

杨超凡说：从当今保存的传统乐谱、鼓谱
来看，有步步紧、满堂红、五锤锣、长鼓帽等地
方特色外，亦吸收了其他地方“飘色”，抬阁的
鼓谱，如盘鼓阁。这些欢快、热烈、喜庆的乐
谱、鼓谱，具有嵩山地区道性音乐的特点，地方
韵味很浓郁，而且杨岭臑阁是人背架表演的艺

术形式。背架的架杆等器具既轻巧又结实，更
耐用，确保表演时的安全。

“臑阁”、“闹歌”何曾闲 纷纷扰扰三百年

历来关于“臑阁”的称谓，有说叫“臑阁”，
又说叫“闹歌”，也有说叫“闹阁”，迄今仍争论
不休。鉴于甘肃称“高台”，新乡称“背妆”，有
人建议杨岭臑阁称“背架”。登封方言中“臑”
的意思是“用肩扛”，“阁”楼阁，故“臑阁”比较
接近，相对合适。

就杨岭臑阁的产生和发展的意义，登封
市文化馆梁海潮馆长说，杨岭臑阁是在农耕
社会形成的，对研究我国农耕社会的生产发
展以及民俗风情、农民意识等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其次，杨岭臑阁是中原民众神灵文化
崇拜的表现，对研究中西古代神灵文化具有
文化意义和价值，对研究古代神文化具有重
要意义及不可替代的价值。“它继承和发展了
传统民间社火，创造了新的表演艺术形式，反
映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对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度尽劫波今犹在 雄关漫道话长征

杨岭臑阁在上世纪 50年代及“文革”中受
到了严重破坏，乐器丢失，戏装被烧，传承人受
到迫害。1978年后，杨岭臑阁渐渐复苏并展现
活力。近年来，由于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强势文
化的激烈冲击和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影响，老一
代演员锐减，年轻一代追求经济效益，价值取
向转变，原生态的杨岭臑阁出现保护和生存危
机，古老的民间社火表演形式正在丧失。“如何
采取有力的、可行的保护措施，使这一古老的
并具有独特性的民间社火继续传承下来，既是
当务之急，又任重道远。”登封市文化馆馆长梁
海潮忧虑地说。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张朝晖 文/图

在前不久的一次表彰会上，
新密市平陌镇平陌村党委书记
韩长有再次受到表彰，会后，他
把5000元奖金交给村里的会计：

“入到村里的账上，这是集体收
入。”在平陌村，无论是修路、架
桥、建厂房，还是栽花、种树、建
游园，凡是村民能干的，都由村
里的党员干部、村民组成义务劳
动队完成，村里食堂干活儿期间
为劳动者提供饭食，除此之外，
不付一分钱报酬。

义务劳动队，是平陌村集体
主义精神的一个缩影。2005 年
以来，平陌村坚持走社会主义集
体化道路，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实
现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发展
壮大，并集体投入 8000 多万元
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
使一个穷村、乱村发展成远近闻
名的明星村、文明村、富裕村。

上世纪 80 年代，杨金鼎曾
当过8年登封县文化局局长，如
今解甲归田，含饴弄孙，如闲云
野鹤一般。8月1日一大早，杨
金鼎忙不迭失敲开杨岭村“老
社头”杨老康的家门，开门见山
地说：杨岭臑阁已经被郑州市
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正在
审批，将来还要申请国家审批
呢。这让 80 岁的杨岭老支书
——杨老康有点措手不及，又
喜出望外：“咱杨岭臑阁可是真
有救了！”

登封市颍阳镇夏初称“纶
国”，少康中兴时为“纶邑”。杨
岭是颍阳镇的一个行政村，背
靠紫云山，方圆 10 公里皆半山
丘陵区。杨金鼎告诉记者，登
封自古十年九旱，杨岭人为了
祈求风调雨顺，渴望五谷丰登，
每遇干旱天气，全村男女老少
都要到紫云山下老龙洞内焚香
祈雨，社火助兴。由此清康熙
年间的“臑阁”便脱颖而出，声
名远播。

平陌村的耐火材料厂安排了大批村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