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户剧团闹活乡村文化生活

农民的生活也可以这么嗨
本报记者 王瑞景

疑心太重杀死同村村民
作案后，嫌犯已投案自首

本报4月5日讯 (通讯员
亓延平 记者 嵇磊 )

3月 2 5日，垦利县郝家镇某
村村民李强(56岁，化名)，因
怀疑同村村民郑华 ( 6 3岁，
化名 )闯进家中想要害他，
便将郑华杀害。作案后，李
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
前，犯罪嫌疑人李强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

3月25日上午9时许，李
强和母亲在家里吃饭，同村
村民郑华推门进入。李强说
自家的大门是关着的，便质
问郑华怎么进来的。郑华没
有说话，坐到马扎上，掏出烟
来递给李强，一只手在上衣
口袋里摸索着。

这时，李强产生了莫名
的恐惧感，心想郑华从小在
村里就偷偷摸摸，在村里到
处挑拔事端，而且最近一个

月来，郑华还经常拿手电筒
往李强家照，李强怀疑郑华
要害他们娘俩。

李强越想越害怕，决定
先下手为强。于是他起身拿
起顶门用的三齿钉耙，向郑
华的头部狠狠砸了下去。李
强见郑华倒在地上，又从床
头下边的箱子里拿出一把板
斧，用板斧的尾部在郑华左
侧耳朵处砸了两下，此时郑
华已经不动了，鲜血直流。

李强怕吓到老母亲，就
拽着郑华的两只脚，从屋里
拖到院子猪圈东侧的草地
上。李强看着郑华，想着难逃
法律的制裁，于是安抚了母
亲几句后，就去投案了。民警
赶到时郑华已经停止了心
跳。目前，犯罪嫌疑人李强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此案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去去年年夏夏天天，，5566
岁岁的的姜姜春春美美几几乎乎每每
天天晚晚上上都都会会与与众众多多
姐姐妹妹们们在在广广场场上上唱唱
唱唱戏戏、、跳跳跳跳舞舞…………
姜姜春春美美是是垦垦利利县县大大
三三合合村村的的一一位位普普通通
村村民民，，如如今今，，像像她她这这
样样的的村村民民越越来来越越
多多。。

跳跳舞舞健健身身、、唱唱
歌歌唱唱戏戏这这些些文文化化休休
闲闲活活动动，，已已不不再再是是
城城里里人人的的专专属属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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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咬”住孩子手

消防官兵成功施救

本报3月31日讯 (首席记
者 聂金刚 通讯员 马云
玲 王慧) 3月30日16时48

分，河口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称，位于河安小区春和园一
户居民家中的小孩在玩玩具
时，手被玩具“咬”住无法拿
出。接到报警后后，消防官后
迅速赶到事发现场。

到达居民家中后，消防
官兵发现孩子正躺在母亲的
怀中嚎啕大哭，右手的中指
被一个小牛玩具卡住。据孩
子的家人介绍，玩具的中间
有一个小洞，孩子在玩耍时，
不慎把右手的中指卡住了，
怎么拿都拿不下来。

指挥员检查了玩具的构
造后，让一名消防战士用螺

丝刀将玩具拆卸开。在拆卸
过程中，孩子受到惊吓，哭声
更大了，也不配合战士的救
援了。看到这种情况，一旁的
战士拿起别的玩具表演各种
动作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救援的战士利用自己熟练的
技术，3分钟后终于将玩具成
功拆卸掉。孩子的中指只是
有些红肿，没有受到其他损
伤。

消防人员在此提醒广大
家长：玩具是婴幼儿最亲密
的伙伴，能带给孩子无限的
乐趣，但购买玩具时最好挑
选适合宝宝年龄的玩具。因
为一些适合大孩子玩的玩
具，如果让小宝宝来玩，有可
能对宝宝造成伤害。

现象 村民演出热情高

垦利县文化馆馆长张静介
绍，民丰村的庄户剧团有不少成
形的节目，3月份的时候，县文化
馆安排他们去其他村庄义务演
出。他们开车拉着搭台工具、演出
道具、服装来到宋沙村时，发现有
些村民们穿着舞蹈服早已等候在
那里了。

舞台一搭好，宋沙村的村民们

就赶忙抢先走上舞台，他们从舞蹈
到自编吕剧、逗唱等，大大小小演
了10多个节目。民丰村庄户剧院的
演员们却已成了观众。原本一个半
小时的演出竟延长了近四个小时。

台下的观众说：“别看村民们
虽没有华丽的舞台和道具，也基本
不化妆，但节目确实精彩，让人拍
手叫好。”庄户剧院的张静也有着

同样的感受，她说在开展“村村唱
戏村村舞”的工作后，才发现农村
潜藏着这么多有才有艺的人。

据介绍，有文艺表演队伍的不
只是民丰村、宋沙村。目前，垦利县
已成立庄户剧团24个，文艺演出队
74个，秧歌表演队150个。去年8月，
垦利县还举办了庄户剧团汇演，参
演人员达900多人。

影响 丰富生活添自信

关于文化活动对生活的影
响，大三合村的文艺骨干荆曰宗
说：“庄户剧团的人闲暇时就会琢
磨节目的编排内容、细节。现在，
农民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了。”
垦利县文广新局副局长赵清华介
绍，群众文化搞得好的村里，风气
也特别好。就像宋沙村有对夫妻，
平时因为一点儿小事就吵架，自

从去年7月份两人一起加入了村
里的文艺表演队后，精力全都放
在了排练演出上，夫妻关系也渐
渐地好起来了。

参加文化活动，不单是文艺骨
干的事情，最大的变化是参与的村
民增多了，不少村民把跳舞、唱戏
当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三合
村的姜春美就是其中一位。看到别

人精彩的表演，自己却从未参与。
去年夏天，她看到村里跳舞的人越
来越多，后来竟上了瘾，几乎每天
晚上都会在村里的文化大院中和
大家一起跳跳舞、聊聊天。

56岁的姜春美笑着说：“自从
开始跳舞后，就和街坊邻居的交流
多了起来，关系也比原来熟络了。
而且也自信了不少。”

回顾 动员工作难上难

据介绍，2011年10月底，垦利县
文化馆接下了“村村唱戏村村舞”的
任务，要求在全县组建100多支文艺
演出队伍，各村庄户剧团和文艺秧
歌表演队伍一年要演出670场次。这
可愁怀了包括馆长在内的6名工作
人员。

张静说：“别看现在村民参演的
热情这么高涨，去年上半年可真是难
坏了文化馆里的所有人。”她和同事
们先是摸底，再挨村挨镇上门动员。

“拾棉花一天能赚一百多块钱
呢，跳舞你们也给钱吗？”起初，张静
经常会被村民问这样的问题。还有
一次，张静开着自己的车，带着一名
小辅导员去村里做动员工作。村子
很偏僻，藏在芦苇荡里。考虑到村民
白天比较忙，张静去得比较晚，好不
容易找到了，回来的时候却迷路了。
要强的她，忍不住哭了。在不停地动
员、辅导、宣传之后，去年8月，各村
掀起了组建表演队伍的高潮。

除去村民们的热情、文化馆工
作人员的努力，县财政的支持也很
重要。县、镇(街道)两级财政采取以
奖代补形式补助1000元，25人以上
表演队伍补助3000元，35人以上的
庄户剧团补助5000元。县、镇、街资
金主要用于购置服装、乐器和道
具。每年年底，在全县庄户剧团的
汇演、评比中，表现优秀的庄户剧
团还能得到一定奖励。这些都调动
了演出队伍积极性。

玩具成功拆卸掉后,孩子仍很害怕。 图片由本报通讯员提供

大三合村庄户剧团正在村文化大院彩排节目，吸引了许多村民观看。 本报通讯员 张秀美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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