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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着着马马扎扎相相约约广广场场看看““村村晚晚””
北海大梁王村民自编自演自导，首次举办全村春节联欢会

2月11日，在滨州市北海
经济开发区马山子镇大梁王
村的广场上，伴随着欢快的开
场舞曲《开门红》，该村村民首
次自编自演自导的春节联欢
会正式开演。联欢会吸引了来
自该村和邻村的500多名父老
乡亲。村民提着马扎将广场舞
台围了个水泄不通，欣赏着属
于他们自己且具有本土特色
的“年夜饭”。

五百多名乡邻

聚广场享盛宴

为了不耽误观看节目，村民
们早早地吃了早饭，赶到广场上，
不一会，500余名村民聚集在广场
周围，说笑着等待演出的开始。参
加演出的70岁孙大妈更是激动地
一夜没睡，早上六点钟就来到广
场上看舞台。她们表演的俏皮舞

《快乐老大妈》风趣幽默，让舞台
下的村民笑得前仰后合。具有家
乡特色的《梁王啊，我的家乡》是
村民自己填的词，通过马路、灯
火、公交车、教学楼等设施的兴
起，来反映村庄这些年的变化，村
民通过掌声表达共鸣，道出了她
们对家乡的热爱和梁王人之间的
浓浓亲情。

少儿舞蹈串烧节目中，一群小

朋友可爱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
他们手持红灯笼，祝福村民们新年
愉快，羊年吉祥。表演的三句半节
目，搞笑风趣，引得大家笑声连连。
而村里年轻的媳妇们带来的广场
舞表演，柔美之中透着奔放，热情
似火，给人一种别样的韵味。

“真没想到，平时围着锅台转
的妇女们，能跳出这么好看的舞
蹈，表演出这么好看的节目，太精
彩了”。村民时宝发说，“天气不是
很暖和，但是一个走的也没有，看
得出节目真让村民们满意了。”村
民时银亮带着身穿新衣的孙子赶
到演出现场，节目刚刚开始，孙子
看不到舞台，拉着爷爷从人缝中
往里钻。

70多名演员遍及

村里老中青三代

据了解，大梁王村热爱文艺
的村民不少，每逢农闲吃过晚饭
后，村民都会聚集在广场，有的唱
戏、有的跳舞、还有扭秧歌的。很
多都是整个家庭出动，在此次演
出中的李桂英就是带着儿子、孙
子还有孙女在舞台上秀了一把。

“要不是儿媳妇生病，她也会上台
的。”李桂英说。

该村党支部书记崔文兴介
绍，这是他们村举办的首届春晚，
村民们平日里也爱跳舞、唱歌，自
发组织起了广场舞队、秧歌队、戏
曲联社等，随着春节的到来，在外
上学的学生、在外上班、务工的村
民纷纷回家过年，为活跃节日气
氛，村里能歌善舞的戏剧、歌舞爱
好者，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编导，
排练出了歌曲、舞蹈、戏曲、三句
半等14个地方特色文艺节目。参
加演出的村民演员从72岁的老大

妈小到4岁的娃娃，70多名草根演
员为家乡人送上了一台丰盛的

“小年”大餐。“往年回家过年都冷
冷清清的，每想到今年过年家里
这么热闹，传统的年味又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在外工作的孟令文
说。

15天准备时间

村民秘密训练

此次“村晚”活动的组织发起
人之一的李桂英说，开始有这个想
法是因为去年9月份，区里举办的
广场舞大赛，她们村得了第一，她
认为村里多才多艺的人多得是，为
什么不办一场自己的春节联欢会
呢。于是不懂电脑的李桂英让儿媳
妇在电脑上搜索舞蹈节目等，一来
启发她的想法，二来可以跟着学。
李桂英的想法得到了村里戏曲联

社的支持，也加入到了这场晚会
中。为了支持村里办起这场联欢
会，村民和表演的演员自觉地捐款
购买服装、道具、器乐等。有部分老
年人也加入到她们的队伍中来，为
她们做后勤服务。

李桂英说，联欢会虽然仅有
一个半小时，为了给村民惊喜和
保证联欢会的节目效果，她们平
时的排练都是封闭式的，就在她
家的院子内锁起门来进行的，就
这样一排就是半月。据了解，该村
还将在春节期间，组织演出队，到
各村巡回演出，活跃当地的节日
气氛，并将成立百姓剧团，挖掘民
间文化，传唱大好形势。

马山子镇宣传委员张凤仙观
看春节联欢会后说，大梁王村民
风淳朴，村民们远离麻将桌，钟情
高雅的文化生活，是新农村、新农
民和新生活的写照。

文/片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本报通讯员 王青
王树成 张秀华

村里热爱秧歌的村民也积
极加入到演出中，为村民奉献歌
舞《纤夫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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