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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社区

唱唱唱唱歌歌跳跳跳跳舞舞，，邻邻里里更更和和睦睦
戴花园艺术团让社区居民成了“艺术家”

为迎接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做好文明社区创建工作，本报联合莱芜市文明办、大众日报社莱芜记者站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文明社区行”公益活动，在社区内举办K歌达人秀、趣味运动会、建立基层联络点、挖掘莱芜老故事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吸引居民广泛参与，弘扬邻里互助、友善待人等正能量事迹的广泛传播，监督社区基层干干
部为民生做实事，构建和谐的社区公共关系，以道德为准绳，约束社区公民自我行为，从而推动莱芜社区文明建设。近近
期，记者将走访莱芜的一些文明社区，近距离感受这些社区的独特魅力。

艺术团的建立不仅丰富了
戴花园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也
在无形中增进了邻里和谐。“人
家都说住楼后人情味会变淡，没
有过去住平房时的那种邻里感
情了。但是我们每晚都到社区小
广场上聚，大家一起跳跳舞、拉
拉呱，感觉比过去更亲了。几天
不见面还挺想念他们。”51岁的
史桂香说，她几乎每晚不落地参
加社区文艺活动。

艺术团副团长栗玉香说，过
去社区的妇女们凑到一起就喜
欢说说家长里短，评判是是非
非，但是艺术团的活动搞起来了
以后，大家聚在一起都是交流

“怎么学学这个舞”、“怎么唱好
那首歌”的事，鸡毛蒜皮的家庭
琐事都抛脑后了，邻里恩怨就少
了。“开始上台演节目后，大家都
更注重自己的形象了，觉得自己
也成演员了。女人们都更爱美
了，气质也有所提升。一些阿姨
经常加入到我们青年人的排练
队伍中，心态好了，人也显得更
年轻。”副团长亓来芳说。

在戴花园社区计划生育
办公室，记者见到了计生办主
任王新波。墙上挂着的戴花园
艺术团管理制度牌显示，从事
计生工作30余年的她同时还
是社区艺术团的团长。

“俺也没什么文化，就是
爱好搞点文艺活动。我们艺术
团可以说纯粹是普通老百姓

组建起来的。这里面没有一个
专业演员，都是业余的。”王新
波说。2010年4月戴花园村民
搬进了新社区，不种地了，大
家一时都没有可忙活的。社区
支部书记刘庆仁跟她商量着，
要丰富一下社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组织点文艺节目，让大
家聚一起热闹热闹。2011年7

月，王新波请来了莱芜梆子剧
团退休演员——— 70岁的朱光
梅老师，筹办腰鼓表演。“当时
社区有100多名居民踊跃报名
加入，戴花园艺术团也由此诞
生了。”

“我们7月份才开始学习、
排练，10月份就拿了一万元的
大奖。你说我们厉害不？”王新

波指着一个大红色写着一等奖
及10000元奖金的牌子，骄傲地
说。王新波说，当时戴花园艺术
团演出的《盛世腰鼓》在凤城街
道办20个社区参演的节目评比
中，以绝对性优势取得了第一
名。“那时候天气正热，每天排
练五六个小时，没有任何报酬，
大家却没有一句怨言。”

不种地了搞文艺 排练俩月拿大奖

“没组建艺术团的时候还
真不知道俺们社区有那么多人
才，吹拉弹唱，样样有能人。”王
新波说，社区里出节目、办晚
会，演员全是自己人，连主持人
都是。他们的节目不仅仅限于
简单的合唱、集体舞，太极拳、
太极扇、三句半、器乐演奏、戏
曲、小品样样都有。

2011年年底，社区200多个
居民组建起合唱队，准备参加来
年凤城街道办举办的红歌比赛。
住在社区老年公寓的老人们看
着年轻人唱唱跳跳十分热闹，心
里痒痒。“老年人代表刘跃宝和
吕慎言来向我们反映，说社区里
的老人们也要求排个合唱节目。
有几个50多岁的居民没捞着参

加年轻人排的大合唱，就赶紧加
入了老年合唱队。最终，他们的
合唱在我们自己办的文艺演出
上亮相了。”王新波说，每次社区
要排节目、组织活动，社区居民
都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看着
人家天天出来排练，当初没报名
的都急得慌。”

王新波说，戴花园社区艺术

团的成员从来不固定，有很大的
流动性。“有的老年人生病了，有
人家里添了宝宝要带孩子了，就
先退出；有的想参加某个节目排
练了随时可以加入。有时候一个
合唱队有220多个人参加，有时
候一个快板舞只需要10来个人。
总之这个队伍是向所有社区居
民敞开的，大家全凭自愿。”

社区能人真不少 争先恐后演节目

戴花园艺术团成员演出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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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恩怨少了

社区和谐多了

33文明社区走访中，记者来到了莱芜凤城街道戴花园社区，发现这里的艺术团不输专业团体，
而团员都是社区居民，用团员们的话说就是“俺们都是业余的”。社区艺术团让他们摇身一变成
了“艺术家”，唱歌跳舞样样在行。每晚到社区小广场上跳舞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他们说：“在这
里，邻里感情更好了。”

见习记者 郭延冉

▲戴花园艺术团的腰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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