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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相社区：

洛龙区科技园办事处后河村

亮相缘由：

乡村“梨园春”，传播文明新
风，活跃群众生活

社区有事儿
您 说 话

● 涧西区社区记者：
李岚 电话15090169915

● 西工区社区记者：
范瑞 电话18603797002

● 老城区、瀍河区社区记者：
刘心 电话15136392287

● 洛龙区、高新区、吉利区社区记者：
肖姣姣 电话13233790011

□记者 肖姣姣 通讯员 王书敏 王贵
生 文/图

在洛龙区科技园办事处后河村一
户农家小院里，活跃着一群来自我市各
地的戏曲爱好者。7月以来，主人刘友
钦在自家院子门口搭起乡村大舞台，戏
曲爱好者每周六都在这里吹拉弹唱、以
戏会友，让村民们大过戏瘾。

□记者 肖姣姣

哪里有染衣店

【居民反映】
老城区道北办事处建华社区居民韩

女士：我想知道哪里有染衣服的店。
【记者采访】
韩女士说，她有两件活里活面的浅

色羽绒服，想把浅色的面染成重色的，但
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染衣服的店，想
拜托大家帮帮忙。

如果您能提供帮助，可拨打电话
13373776432联系韩女士。

急购二手轮椅

【居民反映】
西工区唐宫路办事处洛玻社区居民

董先生：我想给母亲买一辆二手轮椅。
【记者采访】
董先生说，他母亲今年86岁了，前

段时间，老人家不小心把腿摔骨折了，目
前正住院治疗。他想给母亲买一辆二手
轮椅，方便老人家出院后活动。

“最好是电动折叠的。”董先生说，如
果轮椅带坐便功能则更好，价格可商议。

如果您能提供帮助，可拨打电话
15515340828联系董先生。

哪里能修袖珍收音机

【居民反映】
瀍河区华林办事处华新社区居民王

先生：我想问问市区哪里能修袖珍收音机。
【记者采访】
“坏了有一年了。”王先生说，他的袖

珍收音机充电插口坏了，一直充不上电，
他到市区多家家电维修铺咨询，均称无
法维修，他想知道哪里能修袖珍收音机。

如 果 您 能 提 供 帮 助 ，请 拨 打
15670328623联系王先生。

7月以来，洛龙区一村庄周周有戏曲义演，村民说其中有坚持、有爱心

农家小院人气旺“龙跃梨园”传新韵

 社区居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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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衣服 购轮椅
修收音机
若您能提供帮助，请与他们联系

“冬季用电高峰，火灾隐患等不安全因素增多，大伙
回家都检查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安全隐患，平时家里若
没人，记得把电器插销拔了……”在演出现场，刘友钦像
叮嘱家人一样叮嘱来听戏的村民们，作为村党支部委员，
他主抓安全工作。

像这样的叮嘱，几乎每场演出都有，不仅刘友钦讲，
其他村干部也常跟大家拉家常。防河中嬉戏溺水、夏秋
禁烧秸秆、冬季消防安全……不同季节，他们叮嘱的内容
不同。每次义演现场也会摆上各类安全宣传展板，希望
村民们在听戏间隙看一看、记一记。

元旦、春节临近，村里准备把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
办、防治大气污染禁放鞭炮、倡导孝老爱亲等内容融入
演出宣传，让村民们在听戏的过程中能感受并接纳文
明新风。

村民们比较接受这种拉家常式的宣传。“大家一片热
心，都是为咱们好。”村民刘振修说，去年，该村还组织戏
曲爱好者义演，为村里一对患病的困难夫妻募捐，其中不
少人就是坚持每周为村民义演和组织义演的人。

“光听戏不过瘾，村里还带戏迷们排戏呢！”刘北方
说，该村戏迷们盼着尽快给大家献上一场精彩的戏曲
演出。

该村老戏迷霍文修编了一段儿顺口溜：“戏曲演出周
周看，众星云集农家院。后河村村民刘友钦，义务宣传为
乡邻。丰富群众夜生活，龙跃梨园户户乐。”他眼中的“众
星”就是每周来义演的戏曲爱好者。

这群来自市区多个地方的戏曲爱好者是怎样聚到一
块儿的呢？都是刘友钦打电话叫来的。刘友钦也是戏曲
爱好者，板胡拉得好，年轻时在豫剧团待过，一路走来从
未放弃这个爱好，结识了不少爱好戏曲的朋友。他一招
呼，大家就来“捧场”了。

“最多时有二三十人来义演。”每周六都从关林赶来
义演的李孝民说，大家乐意为活跃村民文化生活出力。

“只要大家愿意听，我们就愿意唱。”戏曲爱好者刘麦
芳说，每场演出都没落下。

“后河村有爱听戏的传统。”该村戏迷刘北方说，该村
每年都会举行庙会，庙会上少不了戏曲演出，一唱就是三
天。在刘北方等人看来，这群戏曲爱好者已成了该村文
化惠民的一支“轻骑兵”。

演
出
现
场

7月以来，每周六晚，洛龙区科技园办事处
后河村刘友钦的小院里都异常热闹，唱戏的、听
戏的，欢声笑语不断。12月10日，《洛阳晚报》
记者到他家体验了一回。

“今晚有《红灯记》选段，我爱听这戏。”“他
们唱得真不错，我几乎每场不落，听不厌。”“这
就是咱村的小型‘梨园春’，戏迷们有福了。”演
出未开始，百余名村民已聚到小院门口守候。

演出现场就在刘友钦的小院门口，扯块红
布当演出背景，设盏明灯为演出照明，音响一
摆、话筒一架，十多人的乐队就位，唱者声情并
茂，听者如痴如醉，俨然一台小型“梨园春”。这
样的活动已举办近30场。

“最初几次活动，都是一连唱三天。”55岁的
刘友钦说，场子热起来后，演出时间就固定在了
每周六晚，参加义演的是来自涧西、老城、洛龙、
西工区的戏曲爱好者。

刘友钦还给戏曲义演活动起了个名字——
龙跃梨园。村民们解释，他们之后要搬进的安
置小区叫龙跃小区，“龙跃梨园”这名字听着有
幸福感、期待感。

农家院唱响“梨园春”，
村民周周都有乐

义务演出人气旺，他们自愿来“捧场”

倡导文明生活，“龙跃梨园”传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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