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闫 鹏 亮）“感谢你们倾力相
助，令我回家的路温暖又幸福。”2 月 12 日，在民
权县高铁北站回家探亲的郑女士说。

据了解，今年 50 多岁的郑女士在外定居多
年，今年春节独自一人乘坐高铁返乡探亲，本想
着给家人一个惊喜，没想到民权县变化如此大，
迷途中看到了身穿红马甲服务的好人志愿者，如
遇“救星”，当日做志愿者服务的“民权好人”、
出租车司机张凤英将郑女士送回了家。

“情满旅途·暖冬行动”是民权县帮扶好人协
会在高铁站、火车站发起的助力春运志愿服务活
动，商丘市道德模范苗联合、“商丘好人”韩传
峰、大学生志愿者李念等利用节假日帮助旅客搬
运行李、志愿咨询等服务，让返乡的旅客感受到
家乡的暖意。

连日来，民权县帮扶好人协会广泛开展“志
愿服务不停歇 文明实践树新风”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活动，以真情服务暖人心、聚民心，培育时代
新风，用实际行动营造出喜庆和谐、昂扬向上的
节日氛围。

在该县东区民生广场，商丘市道德模范武
勇、“商丘好人”管芳、“民权好人”张玉霞等组
织志愿者开展“新春走基层”志愿服务活动，向
市民发放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创建全国文明
城倡议书等宣传单，详细讲解创建全国文明城的
重要性，倡导居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的活动当
中，呼吁市民做文明实践的倡导者。

在龙塘站好人工作站，站长黄绍华带领志愿
者走上街头劝导市民规范停车。春节期间，返乡
人员较多，车辆停放不规范，志愿者们积极引导
大家规范，保障道路畅通，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
赞扬。

“志愿服务无处不在，我们尽己所能，充分发
挥‘好人’精神，微光成炬，用点滴行动助力万
家幸福。”民权县帮扶好人协会会长唐志发表示。

民权县

春节假期“不打烊”

志愿服务暖人心

“姐，咱们今年正月
初一看啥电影？”2024 年
除夕，记者的家人就开
始在微信群里问新年电
影的选择了。正月初一
看电影，成为很多人迎
接新年的仪式，也是返
乡过年人员聚会的一大
娱 乐 项 目 。 除 了 电 影
院，公园游乐设施等也
是春节年味经济的一大
热点。

2 月 10 日 早 上 八 点
半，宁陵县巨幕影院检
票口挤满了前来看电影
的人，“我们这个场次还
有几分钟能进去？”一个
小伙子把爆米花塞给同
伴拿着电影票挤到检票
员前问。正月初一宁陵
县巨幕影院共有 6部 2024
年春节档影片，分别是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
2》《第二十条》《我们一
起摇太阳》《红毯先生》
《熊 出 没 · 逆 转 时 空》。
据宁陵县巨幕影院的葛
经 理 介 绍 ： 正 月 初 一 ，
宁陵县巨幕影院 6 个厅，
播了 49 场电影，观影人
次为 2705 人，场平均人
次为 55.2 人。从初一至
初六该影院的总场次 258
场，总人次 9742 人，场
平 均 人 次 为 37.7 人 次 。
2023 年全年宁陵县巨幕
影 院 的 总 场 次 为 1.2 万
场，总人次为 6.4 万人。
初一至初六的场次和总
人次占 2023 年全年的数
据 为 ： 2.15% 和 15.2% 。
记者购买的 《飞驰人生
2》 五张票价总额为 345
元，平均 69 元一张，按
这个价格和初一当天的
2705 人次算，初一当天
的电影票收入在 18 万元
左右。

走 进 宁 陵 县 迎 宾 公
园，记者远远地就看到几辆五颜六色的儿童玩具车在
公园的各个角落穿梭，路的两边摆满了玩具、风筝还
有制作手工的摊位……据公园的管理员介绍，平时公
园的人流量约 1000 人，春节期间近 1500 人，每天下
午两三点人逐渐增多起来。卖风筝的吴先生说：“这
个公园不错，咱县的人除了逛街还能来这遛遛，我们
在这也能做做小生意。”“叔叔，这个爱莎的风筝多少
钱？”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前来询问。“小朋友，那个
爱莎的风筝是 10 元。”吴先生把风筝拿下来给小姑
娘。记者也向吴先生买了一个中型的风筝 25 元，前

后十分钟的时间，吴先生成交了三单生
意。

春节是阖家欢乐的节日，
也是娱乐消费需求集中
释放的重要时间段。烟

火中的新春佳节，
火爆的娱乐经济带

动 了 当 地 的 消
费，也洋溢着暖

洋洋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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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柘城县洪恩乡马庄村一场
特殊的“村晚”正热闹上演，村民们聚在
一起，兴高采烈地吹响了专属他们的新春
序曲，欢欢喜喜过大年。

据了解，仅有 200 多人的马庄村是远
近闻名的“唢呐村”，全村 85%以上的村民
都 会 吹 唢 呐 ， 50% 的 村 民 以 唢 呐 为 生 ，
2007 年，马庄村被评为“河南省特色文化
村”。

该村村民马春风是商丘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马氏唢呐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
人，他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吹唢呐。出生于
马庄村“唢呐世家”的马春风从八九岁就
跟随父辈们演出，最早从打梆子学起，十
岁就能熟练吹奏唢呐。从小到大，民乐熏
陶，让马春风对唢呐有着很深的感情，对
他来说，吹唢呐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飞速发展的时代对传统艺人来说，有
点太快了。最近几年唢呐演奏市场越来越
不景气，村里不少唢呐匠纷纷转行，外出
务工，村里也逐渐冷清。传统技艺没了用
武之地，乡亲们三三两两闲坐地头，这门
世代传承的技艺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风险。

如何养家糊口？如何把祖传的唢呐技
艺传承下去？成了马春风近几年一直苦恼
的问题。

在 儿 子 和 女 儿 的 建 议 下 ， 2022 年 年
初，马春风在网络平台注册了一个账号

“唢呐村的事”，开始尝试网上直播吹唢
呐。马春风的直播间就设在其父亲的小院
里，一面红砖墙，一张红地毯，几把旧的
椅子，就是他们的舞台。

网络直播刚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前
期的设备投入、人员不足都是马春风需要

解决的问题。开始直播时村民无人响应，
大家并不太理解短视频和直播有什么意
义，马春风只能自掏腰包去请一些乡亲当
演员，有时候是请吃一顿饭，有时候是送
点小礼物，在村里说了一圈，才凑齐了一
个六七人的直播队伍。

“马老师，我来晚了。可我太喜欢你
们吹的唢呐了，想让你们再来一曲，又怕
你们太累……”看到网民的留言，马春风
和妻子杜小艳又打起精神，吹了首 《百鸟
朝凤》。

网友的热情让村民对直播的态度有了
转变，他们没想到，传统艺术与网络接
轨，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朝阳沟》
《百鸟朝凤》《沧海一声笑》 ……马春风和
村民们从豫剧表演到民乐，再到流行歌
曲，民间乐器有了新舞台，沉寂的村子也
重回热闹。

现在，“唢呐村的事”粉丝增长到了
50 多万，每场直播在线人数达 3 万人，全
国各地的演奏邀约纷至沓来，参加演出的
村民也越来越多。

目 前 ， 在 “ 唢 呐 村 的 事 ” 网 络 直 播
间，不仅有马春风的爱人，还有他的弟弟
和父亲也加入了直播队伍，成为直播团队
的固定成员。除了直播，马春风还组织村
民一起拍摄短视频，拿起唢呐，田间地
头、农家小院就是他们的舞台。

2023 年 1 月，马春风吹唢呐因为直播
出圈，不仅上了央视新闻，还和白岩松同
了框。马春风和唢呐的故事先后被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新华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这
给 本 就 爱 热 闹 的 马 春 风 打 了 一 针 “ 鸡
血”，觉得自己大有可为的他，冒出了一
个大胆的想法——搞个“村晚”！

马春风作为“村晚”的总导演，他动
员全村男女老少共同参与“村晚”，用独
特的吹奏方式“点燃”了整个村庄。在他
的组织下，一场特殊的“村晚”在直播间
开启。

马春风介绍，这次唢呐“村晚”的演
员 有 120 多 人 ， 有 父 子 、 有 夫 妻 、 有 兄
弟，有吹有唱，总共 20 多个节目，大伙儿
都拿出绝活，一显身手，这场“村晚”在
直播间吸引了 38 万人来观看。

如今，马春风一家上午拍短视频，下
午直播，一有空闲还要制作唢呐哨片。对
于未来，马春风希望能在直播间把唢呐吹
出名堂，让他们“唢呐村”在直播间找回
当年的风光。这样一来，就能让越来越多
人学习吹唢呐，而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一
部分的唢呐，也将在传承中被保护，在保
护中焕发新的生机。

“如今，咱生活过得比蜜甜，作为‘唢
呐村’的人，就要让好日子‘唱’着过，
要把唢呐艺术传承下去。”马春风说。

马氏唢呐非遗传承人马春风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机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 猛 通讯员 马学贤

“老郭，新年好啊！这都是给你的，老家的大
馍、牛肉、烧鸡，还有给你买的棉袄、棉裤，这
是 一 套 唐 装 ， 这 是 你 最 喜 欢 的 ‘ 钢 镚 ’（硬
币） ……” 2 月 12 日，在河北省新河县南小寨村
智障老人郭福寿家，再次上演来自宁陵县荣获全
国孝老爱亲“最美家庭”称号的白志超奉献爱心
的动人一幕。

说起白志超多次不远千里走“远亲”的事，
黄河两岸不少人都钦佩不已。事情要从 2006 年说
起，那年冬天在宁陵县宁柘公路上的一座桥下，
白志超发现了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冻得几
乎丧命的老人。善良的白志超就把这个自称姓郭
的“客人”领回了家，他和家人一边照顾老人，
一边为其寻找家人。

由于沟通困难，很难找到有用的信息，“老
郭”在白家一住就是七年。 2013 年 3 月 2 日，经
过长期相处，在“老郭”的只言片语中，白志超
终于与河北省栾城县后牛村“老郭”的妹妹郭素
芳取得了联系，就这样阔别 7 年的兄妹终于再次
见面。

白志超的事迹在豫东大地很快被传为一段佳
话，树立了河南人的最美形象，他也因此获得中
宣部、全国妇联，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商 丘 市 委 宣 传 部 、 市 文 明 办 的 表 彰 。 2015 年 5
月，白志超家庭荣获全国孝老爱亲“最美家庭”
称号。2019 年国庆节前夕，白志超收到中宣部的
邀请函，邀请他作为全国 65 位“最美人物”的其
中一员，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

七年情缘难忘，爱心持续接力。从 2013 年
起，白志超时常与“老郭”的外甥李永东、李永
雪保持联系。近两年，他每次走“远亲”都带着

“老郭”最喜欢的“钢镚”（硬币）、烧鸡、衣服
等物品。

今年春节刚过，白志超就和弟弟、女婿一
起，再次来到南小寨村看望 76 岁的郭福寿。看到
亲人来送礼品，“老郭”一趟又一趟地把烧鸡、
牛肉掂回自己的小屋“藏”起来，立即换上新衣
服，出来与大家说话。

“老郭，最近还好吗？今年去的人多，车坐不
下了，下一次我再去看你……”白志超的妻子与

“老郭”视频连线，欢快地聊天。

宁陵“好人”献爱心

不远千里走“远亲”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夏金明

马春风组织的“村晚”在直播间开启。 马学贤 摄

春节期间，睢县文化馆开展“春满中原文化进万家”戏曲展演活动，从正月初一到初八，每天演出不断，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餐”，真正将文化惠民、服务百姓落到实处，努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认同感、
幸福感。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贾
震）“我好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现在家
乡的年味真是太浓啦！尤其是杂技表
演活动更‘火’，人们可以近距离欣赏杂
技表演。”2 月 12 日，在虞城县城郊乡田
坡楼杂技表演现场，从广东省深圳市返
乡过年的刘慧感慨地说。

春节期间，虞城县 25 个乡镇积极
组织文艺爱好者为群众带来了丰富多
彩的文艺活动，给全县人民群众增添了
浓浓年味。城郊乡田坡楼杂技表演“7
天乐”活动只是虞城县春节文艺活动的
一个缩影。

为开展好春节文艺活动，虞城县各
乡镇先后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春节文
艺表演、春节乡村光荣榜表彰、千人“饺
子宴”、书法爱好者义写春联、“老字号”
产品助销展销会等一系列活动。同时，
各乡镇还鼓励一批有专业特长和文艺
工作经验能独立开展工作的文艺人才
到乡镇开展“教你一招”文艺培训活动，
与乔集镇刘楼村杂技、店集乡魏堌堆村
伊尹祠庙会等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全县
25个乡镇的村文化广场举办广场舞、腰
鼓、盘鼓、摄影、书法等 240 多场次，培
育基层文化人才 1300 多名，让村民重
树乡土文化自信。

“景区就在俺家门口，大家都愿意
出来走走，看杂技、赏美景，感觉热闹劲

儿一下子回来了。”在虞城县大虞春秋
文化园游玩的游客李震说。

“春节期间，文艺活动凝聚民心，我
们要大力弘扬‘以孝治家’大食堂孝善
文化，撒下文化种子，男女老少精神面
貌才会焕然一新，才能欢欢喜喜过大
年。”城郊乡副乡长、郭土楼村党支部书
记杨新文说，他们把文艺演出、游乐场、

百鸟园等可游玩的地方和评选“好婆
婆”“好媳妇”“最美村民”等有机结合起
来，传递文明乡风，让村民们接续奋斗、
砥砺奋进。

此外，虞城县对 11 名第四届“虞城
县道德模范”获得者、50 名“虞城好人”
获得者等进行了表彰，还举办了返乡能
人创业及招工宣传。

虞城县

文化活动年味浓 精彩纷呈欢乐多

田坡楼杂技表演。 贾 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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