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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剧目幕后谈

▲

□记者 郑凤玲 见习记者 王
若馨 文/图

本报讯 昨日，一群想自
办养老院的老人的愿望终于
实现了——洛阳市和谐养老
协会的首个养老养生基地在
西工区红山办事处樱桃沟举
行开业典礼，据业内人士说，
这种老人自办养老院的例子，
在全国也属先例。

2012年 3月 16日，本报
刊发了《这帮老人“不安分”，
要自办养老院》的稿件，讲述
了一群老人想自办养老院的
事情。一年多来，他们一直在
为此事忙碌。

在开业典礼上，和谐养老
协会理事长、68岁的芦晓萍在
发言时眼圈红了，看起来很清
瘦。在过去的700多个日子
里，她为此事操碎了心。

芦晓萍、副理事长王永明
和其他理事，在退休前都是我
市各个委局的干部，他们有退
休金，儿女们孝顺，自己在家
养老是绝对没问题的。那么，
他们为何要自办养老院呢？

芦晓萍说，他们都不想给
儿女添愁。他们也曾走访并试
住了多家养老院，感觉与自己的
预期想法相差较远，这才让他们
产生了自办养老院的想法。

2011年5月，他们租了几
个房间成立了金泽老年公寓
进行小规模试验，先期接收了
8位老人——这块试验田反响
特别好，不仅 8 名老人很满
意，不断还有人找到他们，想
搬进公寓。

试验田的效果让大家备
受鼓舞。2011年 7月，芦晓
萍、王永明等11人自掏腰包，
集资10万余元，开始跑办养老

院的相关手续，并花了一冬天
的时间考察市区的养老机构。
芦晓萍说，她越做这件事越觉
得有意义，因为他们不仅是为了
近千名老人，更是为政府分忧。

经过多方考察，他们终于
选定了在红山办事处樱桃沟
办第一个养老院，建设了能容
纳130名老人居住的养老养
生基地。

先期建成的28孔新式窑
洞，门前有木棍扎的篱笆、盛
开的月季，洞里凉爽宜人，床
上铺着洁白的床单、放着松软
的被褥，室内放着简单的生活
用品和麻将桌。养老院里不
仅有充足的服务人员，还配备
有专门的医疗保健人员。

“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个
养老院正在洽谈中，不久就会
开门迎宾。”芦晓萍说，请其他
老人再等等。

□洛谭

先期试验、选址筹资……
一群老人硬是凭着一股子韧
劲，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
可喜可敬。

“不想给儿女添愁”，道出
了许多老人的心声。他们试
着住过养老院，却与预期相差

甚远。这些是推动他们前进
的重要原因，也反衬出当前社
会养老的不足。

我的养老我做主——自
办养老院，这是社会养老的有
益补充，值得鼓励。在一定意
义上讲，这种尝试也为社会养
老提供了宝贵思路——如何量
体裁衣，根据老人的特点与偏

好，提供覆盖范围更大、服务品
质更高的养老服务，值得深思。

当然，任何尝试都难免遇
到困难，资金、医护、安全等诸
多方面的问题，并非几个热心
老人就能轻松搞定的事情。
自办养老院这朵花蕾，若想开
出绚烂的花朵，还需要社会的
关注与呵护。

□小薇

本报讯 由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和莆
田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
国工艺美术界最高奖项——
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近日
公布评选结果。我市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水
旺凭借其唐三彩作品《古道的

守望者》荣获金奖，再次在国
内最高奖项上摘得桂冠，不但
体现了高水旺精湛的技艺，也
彰显了古都洛阳传统文化产
业的蓬勃发展之势。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高水旺自1996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
美术家”称号后，先后荣获过
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

花奖、2010首届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会金奖等多项
重量级大奖，此次摘得“百花
奖”金奖，不仅增加了洛阳唐
三彩的艺术价值与艺术美感，
还进一步扩大了洛阳唐三彩
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此次“百花奖”评选活动共
吸引全国2500余件精美作品参
选，最终222件作品脱颖而出。

□记者 谢磊/文 记者 杜武/图

3日和4日晚，由安徽省
黄梅戏剧院排演的经典黄梅
戏《天仙配》在洛阳歌剧院上
演。华美的舞台布景、熟悉
的戏曲旋律和真挚感人的
表演让现场观众无不沉浸
在七仙女和董永的爱情故
事里，“青春版”《天仙配》精
彩依旧。

流连：再度来洛演
出，观众热情不减

与其他已经亮相的经典
剧目一样，《天仙配》同样受
到了古都观众的极力追捧。
据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副院长
江松阳介绍，虽然已是连续
第二年来洛演出，但洛阳观
众的热情程度还是让他吃了
一惊。

该剧之所以如此引人入
胜，与剧情设置有密切关系。

江 松 阳 表 示 ，《天 仙
配》剧情可谓环环相扣，步
步铺陈。

表演：第四代“七仙
女”“董永”给你好戏

本次主演袁媛和梅院军
是《天仙配》公演60年历史
上第四代“七仙女”和“董
永”。年初，安徽省黄梅戏剧
院决定，由这两个人主演《天
仙配》。

由于俩人的年龄都不超
过30岁，用江松阳的话说，洛
阳观众看到的是“青春版”

《天仙配》。
袁媛和梅院军的表演

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俩人
先前在黄梅戏《江姐》中的
合作经历，两个人因此基
本不存在磨合问题。

该剧的第二个章节“槐
荫树下相遇”是整部剧的第
一个高潮。在时长近40分钟
的表演中，“七仙女”的美丽、
质朴、略带俏皮，“董永”大
方、憨厚、稍显木讷的性格被
诠释得淋漓尽致。

严谨：一丝不苟，让
经典延续

60年来，《天仙配》所取
得的艺术成就，让黄梅戏家
喻户晓。《天仙配》之所以常
演不衰，江松阳说，靠的就是

“严谨”二字。
在观看该剧的过程中，

不少观众都很好奇，为啥仅
仅经过几十秒的等待，当幕
帘再次拉开之后，舞台上就
会呈现不同的布景效果。这
些是如何做到的呢？

江松阳说，《天仙配》的
团队有着极高的职业素养，
除了主创人员，还有几十人
在为演出服务，经过多年的
磨合，大家的配合相当默契，
在灯光变换、场景更迭、演员
上下场等方面基本做到了

“无缝对接”。
“一丝不苟的态度，是演

出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只要演出开始，里面的每个环
节就要确保万无一失，因此得
严谨再严谨。”江松阳说。

坚持“守望”终摘“百花”
我市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高水旺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自助养老，需要关注与呵护

一群不想给儿女添愁的老人要自办养老院，终于有结果了

洛阳老人自办的养老院昨开业
老人自办养老院的典范，在全国也属先例

第四代“七仙女”“董永”领衔，黄梅
戏《天仙配》人气依旧不减——

凄美爱情故事
用“青春”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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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配》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