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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这帮老年人唱歌跳舞挺乐和
泰城“年龄”最大的岱西社区艺术团20岁了，队员把它当成家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新

“一般情况下，社区老年人艺
术团的大部分演员都是业余的，
社团是自娱自乐性质的，想坚持
下来很难。像岱西社区老年艺术
团这样一办就2 0年的，泰城仅此
一支。”岱庙街道办事处文化站站
长赵大奇介绍。

26日，记者来到岱西社区老年
艺术团排练的地方，从上午9点开
始一直到11点半，已经坚持排练了
两个半小时。“明天有个演出，我们

今天得加班加点训练。”艺术团团
长张树芳说。当天天气略带寒意，
排练室里温度也不高，但排完舞蹈
的老年人脸上都流出汗水。

艺术团现有3 0多位队员，年
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也50多岁，
是名副其实的老年团，每周排练
三次，每次排练两个多小时，有时
为了演出还要加班排练。队员们
精神焕发，很有激情和活力。“我
们很愿意参加演出，一天不出来

活动，觉得浑身都难受。”今年6 9

岁的赵兴利说。
团里涌现了不少优秀队员，

7 6岁的左理福，因为特别能说会
道，被人称为“活宝”，他的绝活是
说快板，几乎能达到看见什么说
什么的境界，记东西也很快，演出
词看一遍就能记住。还有张原木
老人，尽管是位男士，但他专门演
媒婆，还模仿女声，演的惟妙惟
肖。

说起艺术团历史，队员们不无
自豪，张树芳介绍，岱西社区老年
艺术团成立于1993年，至今走过了
20个春秋，不仅是泰城成立最早的
艺术团，也是坚持最久的艺术团。

1993年，张树芳退休后参加了
交谊舞培训班，后来办事处组织扇
子舞培训，社区派张树芳参加。学
习了扇子舞的张树芳被要求组织
居民搞文化活动，热爱新潮的她领
着居民跳起了迪斯科。“一开始十
几个人参加，后来发展到七八十
人。”张树芳说。

后来，艺术团被泰山区文体委

看中，文体委开始组织队员们排练
节目。从那时起到现在，艺术团共
排成了舞蹈、戏曲、快板等各种节
目30多场。“我们这队伍拉出去就
能演一上午，保证节目不重样。”副
团长谢炳坤说。

艺术团排演的节目多次获得
省级、市级各类比赛奖励，排练室
架子上摆着各种奖杯和证书。“一
次我们参加省里比赛，被分到和艺
校专业演员一组PK，我们照样不
输于她们，成功拿下整场比赛第三
名。”张树芳说，这个星期排了两场
文艺活动，得抓紧时间排练。

岱西小区一间储藏室内放着
艺术团的演出服和道具。20年来，
艺术团光积攒的演出服就1 0 0多
套。扇子、毛驴、旱船、花篮……应
有尽有。

张树芳介绍，艺术团是业余
的，没有经费，这些服装道具很多
出自队员之手。“花篮、旱船都是我
们自己扎的，毛驴上的装饰我们自
己添上的，衣服上的扣子和装饰也
是我们绣的。”

张树芳说，一开始艺术团没有
经费，岱西社区赞助了一台录音
机，她又找了几盘磁带，带领大家
跳舞，队员凑钱交电费、服装费。

“后来艺术团演出能挣一点费用，
才把队员交的钱退了回去。”张树

芳说，老人进团时签了协议，保证
只要参与进来，就尽量坚持。“现在
有20多位是从上世纪90年代参与
的，一直坚持到现在。”

艺术团没有专业老师指点，大
部分演出靠队员自己摸索，“团里
一位老演员荣如萍当导演，她一边
照顾小孙子，还一边指导队里排
练，很不容易。”

“团里队员非常团结，有时候
也吵架，但都是为了排好节目，谁
也不会翻脸、记仇。”张树芳说，每
到夏天，队员们就带着演出服到户
外清洗。

除了排练、演出，团员们生活
中也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喝茶、
打牌。

拉出去能演一上午，节目不重样

衣服扣子自己绣，花篮旱船自己扎

最大的76岁,最小的也50多

在岱庙旁边的岱西社区，有一支社区艺术团，今年已经20岁了，队员最大的76
岁，最小的也50多岁，每天唱歌跳舞，把艺术团当成家。

岱西社区老年艺术团在岱西广场表演。


	S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