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仅仅把这里看作是一个

市民休闲娱乐的文化广场，未免有

些过于简单了。如今，这里已经成

为巩义曲艺界江湖高地，一波波技

艺“暗战”在各个角落暗自较劲，风

起云涌，将巩义广场文化含金量越

推越高。经过两年积淀，这里既可

以说是巩义曲艺界的一个考场，又

堪称巩义曲艺界的“黄埔军校”。

文以载道，文以传情，文以植

德。在广场文化营造的和谐氛围

中，巩义市正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将文明和善良传播到每个角

落，铸就巩义巩固不拔的文化软实

力。

巩义：文化广场里的广场文化“暗战”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

孝父心安……
两年前，河洛大鼓第四代传人尚继业伴随着

这四句定场诗，正式进驻巩义市文化广场。
与尚继业同期进驻这个文化广场的，还有金

菊艺术团的陈二伟、周菊夫妇，豫星戏曲文化艺
术团的团长张麦闹，草根诗歌爱好者王德普，音
乐老师李朝晖以及后来加入的舞蹈老师何景梅
等，他们像填空一样分布在了广场的各个角落，
根据他们各自门类不同分别命名了“河洛书场”

“梨园香韵”“诗乡月明”“盛世欢歌”舞动巩义 5 个
区域作为他们的领地。2017 年 6 月 25 日，这 5 个
区域齐刷刷地出现在还很冷清的巩义文化广场，
加上一路之隔音乐喷泉的舞动，巩义市的文化广
场活动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

当年，他们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进驻到这里
的，甚至有些给政府帮忙的心理。然而，他们自
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两年中，他们凭借各自特长，
搅动了整个巩义的曲艺界“江湖”，如今他们的

“江湖”地位已让许多同行望尘莫及。

“河洛书场”扣人心弦

今年已经 76岁的尚继业 1964 年拜河洛大
鼓第三代传人崔坤为师，成为河洛大鼓第四代传
人。行走江湖数十年，以说书为生。如今，这位
老艺人仍是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底气十足，正式
拜他为师的门徒 83人，未行拜师礼的徒弟不计
其数。

即便在巩义曲艺界有着如此之高的地位，只
要没有在外演出，他每晚都会准时出现在“河洛
书场”，或亲自上阵，或指导徒弟们上场演出。记
者采访时，“河洛书场”近百名忠实的粉丝正聚精
会神欣赏着他徒弟演出的长篇大鼓书《白金更私
访》第 19回。“今天是说这部书的第 19天了，长
篇的每集结束都会留个‘扣’，让你惦记着下面的
故事，明天还想来。”尚继业偷偷向记者传授着说
书的小秘密，然后感慨地说道，“只有在这种非常
稳定的情况下，我才敢说长篇的，以前跑江湖，最
多一家也就三五天，哪会说长篇呀，很多传统的
长篇再不捡起来，就丢了……”

“诗乡明月”韵味悠长

王德普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个草根，但他出生

在了巩义。巩义有一个响彻全国的文化符
号——杜甫故里。

曲高当然和寡，但这里是巩义，是杜甫故
里。每天下午七点，王德普都会准时出现在“诗
乡明月”，无论刮风下雨，因为这里是个大浪淘沙
地方，堪称整个文化广场淘汰率最高的区域，他
要用自己的坚持，留住每一棵愿意留下的苗子。
每天晚上，或寥寥几人，或二三十人，在“诗乡明
月”展开竞技，或诗词接龙，或点字背诗，忙得不
亦乐乎。王德普告诉记者，坚持下来的孩子们，
掌握诗词最少的也有四五百首，学习时间长点的
能达到上千首。

在“诗乡明月”成长起来的 9岁的杨皓翔和
他 7岁的表妹白笑涵，今年年初经过层层筛选参
加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与清华才女、记忆神
童、北大博士同台竞技诗词，显示出深厚的诗词
功底。

然而，诗歌的雅，注定了在广场文化中的小
众身份，多数家长带孩子来几次后就不见了，有
的只是为了让孩子背几句诗发个朋友圈，最终愿
意留下来的，必定是精英。

“梨园香韵”戏比天大

巩义是著名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的家乡，可
想而知，豫剧在巩义曲艺界的地位。

在“梨园香韵”戏曲广场入口处，常香玉先生
的雕像就矗立在这里，慈祥地注视着家乡豫剧文

化的日益繁荣。
在这里，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演出团

体在这里演出。这里，也成为巩义
曲艺界“江湖暗战”的主战场。

金菊艺术团和豫星戏曲文化
艺术团是这里常驻演出团体中
的其中两个。

回忆起两年前第一天进驻
文化广场时的情景，赵二
军和周菊夫妇颇有感触。

“当天我们来了 3个人，带

了个音响，一共有五六个观众，第一天就这么冷
冷清清地结束了。”赵二军说道。周菊补充道：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次轮到我们演出，我们都
会绞尽脑汁拿出最好的节目，台下几百人都是这
两年一直听戏的铁杆戏迷，一张口观众就知道水
平高低了，而且现在再唱选段观众已经不满足
了，现在都在扩大阵容，唱折子戏观众才觉得过
瘾。”

和赵二军夫妇的金菊艺术团不同，张麦闹豫
星戏曲文化艺术团只有豫剧一种。他告诉记者，
在文化广场的演出，已经成了各个演出团暗自
较劲的一个舞台，已经听了两年戏的票友，欣赏
水平早就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达到了相当高
的水平。“在这演出，台上听掌声，台下听口
碑。前两天我们团演折子戏，演员大热天穿着
行头，满头大汗也不敢脱，因为这里的观众都是
行家。

“盛世欢歌”礼赞时代

“来，大家先跟我一起调整呼吸，凳子坐到三
分之一处，上身保持挺拔，跟我一起，声音一定
要靠后，‘哦’一点……对，再‘哦’一点……”在

“盛世欢歌”的舞台上，科班出身的韩娇艳在调整
完大家的呼吸和坐姿后，开始逐句逐字地教大家
唱《黄河大合唱》。

记者和一旁暂时闲暇的李朝晖聊了起来。
因为表现极为优秀，他和韩娇艳被市领导特批，
从教师岗位调到了巩义市文化馆，专门负责“盛
世欢歌”区域的音乐教学。

“现在咱‘盛世欢歌’已经有 3个微信群，都
快满了，比较固定有1000多人，来学歌的涵盖了
士农工商各个领域，远的还有登封的、焦作的，只
要有时间就会来这学。”说起这两年来的成就，李
朝晖颇为自豪，进一步说道，“坚持在咱这儿培训
的人，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独当一面，进合唱团没
一点问题，甚至都可以做主唱的。”

李朝晖还向记者讲了一件去年发生的事，来
印证他的话。原来，每次学新歌都需要谱子，得
保证人手一份，于是每次准备学新歌，群里都会
有人主动承担起印歌谱的任务。有一次，拿到歌
谱后，他发现印歌谱的纸竟然是最高档的办公用
纸，价格相当贵，后来才知道，这次印歌谱的志愿

者，竟然是巩义一家很有名的地产公
司老板娘。

“舞动巩义”活力四射

两年前，原本是作为吃瓜群众来
帮朋友指点一下舞蹈动作的何景梅，
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舞动巩义”的灵
魂，大家都称呼她“梅子”。

说心里话，习惯了鲜花和掌声的
梅子一开始是看不上这个舞台的，川
流不息的广场，与优雅的民族舞显得
有些格格不入，这里应该是跳广场舞
的地方。

然而，当她一出手，冷艳、高贵的
气质立即成为了广场的焦点。面对众
多或老或少的广场舞爱好者一再恳切
地邀请和挽留，她想试一下。从此，她
就离不开这里了。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跳舞，把舞
蹈当作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很多人
喜欢舞蹈，只不过没有合适的平台。”经过两年
时间的专业指导和磨合，如今梅子已经带出一
支“精锐部队”，虽然还有很多人把民族舞跳成
了广场舞，但在梅子这个灵魂人物的光环下，每
天晚上在广场中心区域都会成为最吸引眼球的
一道风景。

现在的梅子每天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根本停
不下来。为了回报梅子的无私奉献，大家只有最
大限度地做好后勤工作，队员们按照微信群头像
排序，每人值班一天，提前半小时到场打扫卫生，
打开音响等候其他队员的到来。

“喷泉舞会”优雅华丽

晚上七点半，巩义市政府大楼内值班的人逐
渐亮起了办公室的灯光。走出政府大楼南门，瞬
间成了另一幅画面：蓝色多瑙河时而雄壮、时而
委婉的圆舞曲，交汇着伴随音乐翩翩起舞的喷
泉，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已经开始。这一瞬间
映入眼帘的画面和回荡在空中的音乐，构成一幅
完美的休闲画面，立体地“侵入”你的每个感觉器
官，它们告诉你，你已经开始享受下班后的休闲
时光了。

巩义市投入巨资打造的这个音乐喷泉，一直
绵延百米，共有 540余个喷头，主喷泉最高可喷
射36米。七彩水灯350余盏，气势恢宏。

随着不同的音乐，喷泉各个水柱配合默契，
灯光映衬得恰到好处，严丝合缝，完美无瑕，让人
流连忘返，心情也随着音乐的跌宕起伏和水柱、
灯光的完美配合跳跃。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文化广场上，“诗乡月
明”“梨园香韵”“盛世欢歌”“舞动巩义”“河洛书
场”，加上一路之隔的“喷泉舞会”，6个文化小广
场与河洛大舞台主会场相映生辉。

无论你想静下来还是动起来，不管你心情郁
闷还是心情舒畅，不用怀疑，只管到文化广场去，
套用一句广告词来说，因为总有一款适合你！

中轴线上的政府大楼
和文化广场

站在文化广场中心向北望，是音乐喷泉，再
向北就是巩义市政府大楼，向南望，是巩义市艺
术中心，看明白了吧？巩义市政府大楼与音乐喷
泉、文化广场和艺术中心就在一条中轴线上，这
种布局，足以看出巩义市对各种民间文化的重视
程度。

如果在文化广场偶遇了巩义市委书记袁三
军，别惊讶，他经常来这里。

“现在已经习惯了在广场上看见袁书记，刚
开始还很紧张，慢慢就非常适应了。”梅子告诉记
者。“见过几次袁书记你记得么？”记者问道。“已
经不能用次来说了吧，应该是经常，N次。”梅子
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们的凳子就是袁书记捐了一个月工资买
的。有一次袁书记在广场看到我们队员都是站
着学唱，就用他的工资给我们买了一批凳子，现
在我们坐的就是袁书记工资买的凳子，他随时关
注着广场里每一处。”李朝晖说起与市委书记的
交集，很是自豪。

这种布局，完美地表现出了巩义市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对文化的重视程度。除了经常出现在
广场上的袁三军以外，市长袁聚平和其他领导也
是这里的常客。因为这里除了休闲，这里也是了
解民生、展现民情的一个最直接的窗口。

遍地花开才是春

城区广场文化活动如火如荼，已经在巩义形
成良好氛围，如今已遍地开花，蔓延到了各个乡
镇。

夕阳西下，晚风阵阵，在回郭镇人民公园，一
些村民早早就等候在舞台前，期待着欣赏精彩的
晚会。回郭镇以广场文化为导向，推出了“夏夜
秋韵”系列广场文化活动，在夏秋两季每周举办
一场高规格、高质量、有意义的文艺晚会，向群众
献上了一道道精品文化套餐，用文化将群众凝聚
起来，传播弘扬正能量。

在芝田镇东沟村，每天晚上，爱好舞蹈的村
民都会准时集中在村文化大院里，一曲曲欢快的
歌舞跳出了她们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舞蹈队长
王凤延说：“农闲时间，茶余饭后，到村文化大院

活动成为了村民的首选。”

每天傍晚，河洛镇石关村文化小广场上便会

响起音乐，不一会儿，小广场就挤满了群众，许多

群众踏着节拍翩然起舞，还有很多村民在旁边跃

跃欲试。“以前有的村民吃完晚饭后，宁可打扑克

也不愿锻炼。现在村民都自发来到小广场，各展

所长、各取所好，乐意融融，小广场既为老百姓提

供成了消暑纳凉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又美化了村

内环境，一举多得。”村民李秋彬在一旁看着，笑

着，也在跃跃欲试准备着展示一番。

“河洛大鼓进基层”“戏曲进校园”“红色文艺

轻骑兵”“快乐星期天”“文化扶贫惠民生”“三下

乡”等系列文化活动火热开展，吸引了不同阶层、

不同团体、不同年龄群众的广泛参与，打通了文

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如今，社区、村子风气好了，人与人之间少

了戾气，多了温情，邻里之间多了关爱，少了隔

阂，文化犹如一根丝带，将心与心拉得更近了。

小小的文化广场，搭建起了社会和谐的大舞

台。据巩义市公安局统计，2017、2018年全市刑

事发案数比同期分别下降 7.6%、4.7%，2019 年

以来，刑事发案数比同期下降 19.5%。刑事案件
明显减少，社会治安更加安定和谐。

一道广场文化的盛宴，激活了巩义沉积的历
史文化，激活了巩义百姓沉寂的文化生活，也奏
响了巩义安定和谐的交响曲！

厚重文化喷薄而出

每年元宵佳节，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声，巩义
大街小巷到处充盈着欢声笑语，整个城市都笼罩
在欢乐祥和的氛围当中。一年一次的新春文艺
表演，来自全市 20个镇（街道）由群众自编自演
的节目在东区文化广场、人民广场、体育广场等
纷纷亮相，为全市人民带来了一场丰富的文化大
餐。

被誉为“中华第一狮”的鲁庄镇小相狮舞，年
年为人们带来气势磅礴的视觉享受；回郭镇 300
面大鼓鼓槌擂动，雄壮激昂，气势磅礴；孝义街道
狮鼓表演豪放粗犷，蕴含浓浓的乡土气息……每
年春节期间，各镇（街道）在文化广场积极开展主
题鲜明、健康向上、寓教于乐的民间文艺展演、民
俗活动，群众自编自演舞狮、舞龙、大鼓、秧歌、旱
船、犟驴、高跷等演出活动及文体比赛达 400余
场。

每年清明时节，千余名来自海内外的诗人、
学者、嘉宾共赴巩义杜甫诗词大会，缅怀诗圣杜
甫，畅叙诗情雅意，共襄诗坛盛举。 自 2015 年
起，巩义市连续 5年举办杜甫故里诗词大会，向
全国乃至世界展示杜甫诗歌生生不息的文化魅
力和人文精神，让诗歌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气
质，成为巩义文化新名片。

本土文化发展方兴未艾，亮相于各个文化广
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一朵朵明艳的鲜花
在巩义文化大花园里竞相绽放，吐露芬芳。

——河洛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小相狮舞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
邀代表河南省非遗项目进京展演，震撼京城，被
评为金奖，并授予“中华第一狮”称号；

——2018 年 8 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剪
纸传承人曹慧贞进入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会传统工艺比赛决赛，成为河南省入围的
十位选手之一；同年 10月，在“庆祝中国改革开
放 40周年——世界邮票上的中国艺术名家”邮
票全球发行活动中，曹慧贞创作的《河洛人家》
《连年有余》《四留余》《星河湾的故事多》四幅剪
纸作品登上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邮票
全球发行。

文旅融合产业兴旺

把舞台建在群众家门口，把文化“种”进百姓
心里，文化广场活动日益成为巩义这座城市中最
活跃的娱乐与休闲方式，丰富多样的广场文化增
加了城市的动感与色彩，显示了巩义的文化个
性，树立了巩义良好形象，也擦亮了巩义城市名
片，形成了洼地效应。

全国文明城市、中国诗歌之乡、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河南省文化
先进市、河南戏曲之乡，集众多荣誉为一身的巩
义，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人们来观光、休闲、度假、投资兴业。

“融创慈云小镇、云智小镇”正在如火如荼
地建设中，“慈云小镇”将在 5年内把青龙山慈
云寺提升为5A级景区，“云智小镇”项目将打造
以大数据为核心，信息服务、金融、科技等多领
域联动的智慧云产业生态；大唐西市文化产业
集团投资200亿元打造中国巩义丝路文化产业
园；在米河镇，投资 400亿元，集旅游、观光、休
闲、餐饮于一体的正商十里香山生态度假区和
投资 120亿元的嘉和观澜小镇项目已经展开；
雅居乐集团在巩义的第一笔作品位于孝义街道
投资 200亿元的四方来贺喜庆小镇正在有序推
进……

如今，众多知名企业纷至沓来，投资产业，一
个个实实在在的大项目，在巩义落地生根，使巩
义成为投资的沃土，有力地推动巩义高质量发
展。

2018 年，全年共签约重大项目 16个，总投
资 1517亿元，其中，正式合同项目 8个，总投资
457.4 亿元，全市累计引进省外境内资金 82 亿
元，增长 5.8%；实际利用外资 3.3 亿美元，增长
3.1%；全年实现进出口总值 7.1亿美元，其中，出
口 6.9 亿美元，增长 42%，再创历史新高。巩义
市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 54位、全国工
业百强县市第40位。

文化是一个城市自然、人文浓缩的精华，
是一个城市具体、直接、现实的品牌，“文”字，
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处处渗透在巩义大
地，与“旅”相结合形成“文旅”优势，滋养着巩
义大地，以文化城，文旅融合，进一步彰显城市
实力。

谢庆 席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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