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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记者 赵夏楠 通讯员 王颖

昨日本报A19版刊发《旧挂历别
扔 送给盲生吧》一文后，不少人行动
起来，为盲人学生献爱心。

校园里发起爱心活动

昨日中午，在洛阳师范学院校园
内，该校学生处学工助力团的学生干
部顾不得吃饭，忙着在宣传板上张贴
海报和本报关于捐旧挂历献爱心的报
道。正在此时，一名女大学生抱着一
摞广告纸从宿舍匆匆赶来。她说，室
友们将散落在楼道、校园里的纸张收
集起来，托她送来。“作为同龄人，看到
这些盲人学生如此爱惜纸张，再想想
自己，我感到很惭愧。”她说。

“没想到，这些我们平时视为垃圾
的旧挂历、广告纸，在盲人学生眼里竟
是宝贝。”学工助力团团长时庆合说，
他们一中午已经收集到了近3公斤纸
张。这几天，他会和其他同学尽力多
收集些可以当作盲文纸的纸张，减轻
盲人学生的用纸压力。

市民程女士在政府机关上班，昨
日一早看到报纸后，就发动同事对旧
挂历和杂志进行整理，并把它们送到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市民杨老先生和
邻居收集了两本旧挂历和不少广告
单，希望孩子们拿到后能高兴。

单位和社区也行动起来

除了大学生、市民，一些公司、社区
也行动起来，愿为盲人学生尽一份力。

洛阳雪龙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张海卫说，他们收集整理出了6000
多份过期的广告宣传册，全是崭新的，
想送给盲人学生。洛阳市兴华印业公
司经理张四通表示，他们目前有十几
公斤广告纸，希望可以解燃眉之急。
今后，公司如有印废的广告纸，还可陆
续送给盲人学生。

洛龙区开元路办事处定鼎门社区
主任笪邦印、老城区东南隅办事处的
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会尽快通知所
管辖小区的物业公司、楼栋长等，将消
息传达给更多的住户，让大家都行动
起来，为盲人学生献爱心。

旧挂历、广告册等厚度相当于两
三张打印纸且硬度适中的纸张，您都
可以捐出。

请将物品送至洛龙区开元大道
218号洛阳日报报业集团门卫处，或
定鼎南路22号（洛阳日报报业集团老
办公区）门卫值班室处。若有爱心企
业想大量捐赠这些物品，也可以拨打
本报热线电话66778866，我们会与
您联系。

俺哩洛阳话儿
说哩通美着哩

□记者 程奇

“俺家就是老城坷勒（里面），当然会说洛阳话了。
俺哩洛阳话儿，说哩通美着哩。出道30年，直到现在，
还有好朋友说俺的普通话带点洛阳腔，哈哈！”

10日晚，面对记者“在外面那么多年，您还会说洛
阳话吗”的疑问，性格爽朗的程琳一张嘴，就是地道的

“洛阳老城腔”，原汁原味。

 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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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旧挂历
就是一份爱心

提起本报发起的“寻找最地道洛阳
话发音人”活动，程琳很感兴趣，也愿意
积极参与。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地人交
往越来越密切，推广普通话是大势所
趋。在这种大形势下，说洛阳话的人越
来越少了。”程琳说，“晚报举办的这个活
动，太有意义了！咱洛阳是十三朝古都，
很多洛阳话是很讲究的，不少词语背后
都有典故。我由衷地希望洛阳人能好好
保护咱的洛阳话，我们一起教子女说洛
阳话，让它一代一代传下去。”

（题头图为程琳近照，由程琳提供）

近年来，程琳作为世界儿童公益
大使，常年在国外参加慈善活动。对
程琳来说，洛阳话寄托着浓浓的乡情。

“长期在国外，听到中国话都很难，

更难听到有人说洛阳话，只有一次，当
时我激动得差点掉眼泪。”程琳说。

一次在新加坡出席一个公益活
动，一个20多岁的洛阳姑娘，忽然用洛

阳话给程琳打招呼。老乡见老乡，两
眼泪汪汪，更何况是在国外。当时，俩
人都很激动，热烈拥抱，互留电话，之
后还经常联系。

谈起洛阳话，程琳便谈起教她说
洛阳话的母亲。

如果评选影响程琳命运的重要人
物，她的母亲李淑梅女士应该排第一
位。程琳说，她的母亲李淑梅在原洛
阳地区豫剧一团唱青衣，之后长期在
洛阳戏曲学校（今市文化艺术学校的
前身）工作，是洛阳戏曲教育界的名

宿，也是李金枝、李树建等豫剧名角以
及总政歌剧团著名女高音演唱家陈淑
敏的老师，可谓桃李满天下。

李淑梅不仅教会程琳说洛阳话，还
用洛阳话教会她很多从艺的规则，特别
是“唱戏，老是要有感情”这句话，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程琳的从艺之路。

直到现在，程琳在家和母亲对话，

用的仍是原汁原味的洛阳话。“夜黑儿
（昨晚），俺妈还给俺烙了发面薄饼。
这种饼俺从小吃到大，从来没吃腻过，
太好吃了。”程琳说。

此外，程琳偶尔也会教儿女一些地
道的洛阳老城话，比如她最喜欢吃的

“浆面条”和“胡辣汤”，她还会不厌其烦
地向女儿解释啥叫“圪星（蒙蒙细雨）”。

“晚报举办的这个活动，太有意义了！”

在《梨园春》当嘉宾，程琳全程说洛阳话

母亲的洛阳话，影响她一生

在新加坡听到洛阳话，感觉很亲切

由本报与洛阳网、洛阳市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泉舜集团洛阳
置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洛阳动漫博
物馆承办并提供技术支持，洛阳文娱
广播提供媒体支持的“泉舜财富中心
杯——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音人”活
动，居然为远在北京的洛阳籍歌星程
琳所关注。

程琳是从她的老朋友、“1702私房

火锅”老板延琳那里得知我们活动的
消息的。延琳再三邀请程琳接受本报
专访，让程琳谈谈她的“洛阳话故事”，
还主动帮我们牵线搭桥。

10日20时45分前后，电话接通
后，程琳地道的洛阳话就传了出来。

“尽管我11岁就离开洛阳，但俺家就
是老城哩，从小说洛阳话，咋能忘哩？
在北京的洛阳老乡，很多人都不会说

洛阳话了，我的洛阳话说得最多了。”
她说。

程琳笑着说：“说实话，我刚出道
时，因为习惯说洛阳话，还闹出不少笑
话呢。但我不怕，该说照样说。前几
天，我应邀到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
目当嘉宾，全程说的都是洛阳话。很
多老朋友都夸我说：‘你哩洛阳话儿说
哩怪美哩！’”

特别提醒“泉舜财富中心杯——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音人”活动海选已
结束，50名进入复赛的选手说洛阳话的视频，陆续在洛阳网专题网页（http://
news.lyd.com.cn/system/2012/12/18/010214716.shtml）上展示，您可
以上网为自己喜爱的选手投票。网友互动投票和专家投票各占50%，决定
哪10位选手能进军决赛，并最终决定“最地道洛阳话发音人”名号花落谁家。

洛阳动漫博物馆作为承办单位，将继续为本次活动提供技术支持。您可
以到西工区中州中路497号中州国际（王城公园西门斜对面）五楼，欣赏3D
版的《漫话洛阳话》，为您支持的选手加油助威。您还有机会出演我国首部
“动漫方言脱口秀”，拍摄立体电影哦！

关心“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音人”活动的读者，还可以通过活动支持媒体洛
阳文娱广播，收听本报征集的洛阳话“段子”。洛阳文娱广播（FM102.1、
AM783），7时30分至8时《老洛阳的幸福生活》栏目播出，18时至19时《动
听十八点》栏目播出。

寻找地道洛阳音，“一不小心”找到北京去了

寻找最地道洛阳话发音人
泉舜财富中心杯

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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