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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9日讯（通讯员 吴莎
莎 记者 杨擎） 踏着舞曲的节
拍，迈着整齐的舞步，摆动优美的身
姿，欢快地跳着，开心地笑着，这就是
孙耿镇农村妇女的夜晚生活。和以往
不同，农家妇女们不再是白天围着灶
台转，晚上围着家常转，她们也有了
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兴趣爱好，着实
过足了一把“幸福生活”瘾。

“以前我们这些农家妇女在家闲
着没事就纳纳鞋底、聊聊家常，日子
过得无聊得很，自从搞上这大棚种植
以后，咱也自己当老板赚大钱了。”近
日，后张村妇女闫云冉在她的土豆大
棚里，一边忙活，一边介绍她的经验。

“看看俺这张脸，这么一倒饬白
嫩多了!”刚从镇上一家美容院做完美
容的张大姐对着镜子满心欢喜地说，

“种大棚天天风吹日晒的，如今咱有
钱，得趁着年轻赶紧美白美白，否则
还真对不起咱这张老脸。”

近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
多，妇女成了家庭的顶梁柱。孙耿镇
以妇女发展创业为突破口，以提升妇
女科技素质和致富能力为手段，以帮
助妇女勤劳致富为目标，加大技术、
资金、政策扶持力度，积极组织妇女
进行创业培训，先后开展家畜养殖、
食用菌栽培、冬枣生产等多层次、多
渠道、多形式的培训活动。

截至目前，该镇共建有建巾帼服
务队56个、巾帼科技示范村10个、妇字
号基地6个。其中大棚蔬菜种植2个、芸
豆种植基地1个，奶牛养殖基地2个，养
猪基地1个。全镇80%以上的妇女有了
自己致富的渠道。

从“纳鞋底”到“当老板”

农村妇女新生活里新气象

瓜瓜棚棚之之中中天天地地阔阔，，老老来来唱唱戏戏是是忙忙人人
20余村民组建“戏班子”，义务演出80余场

“戏班子”成立以来，已
义务演出80余场。

张磊 摄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张磊

晚年如何快乐度过呢？
对于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
而言，到公园散步、参加各
种活动均可安享晚年。而对
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无处游
玩，仅能蛰居在家中。而在
仁风镇，来自各村的20余位
村民自发组建起“戏班子”，
每周二、四、六下午准时开
唱，并义务演出80余场。

西瓜市场大棚内的戏班子

近日，在济阳县仁风镇西
街村西瓜市场大棚内，20余人
组成的“戏班子”正在一起演绎
经典的唱段。二胡、京胡、月琴、
电子琴、锣鼓齐上阵，吸引了百
余名观众前来观看。

谈及“戏班子”的组建，组
员王先生称该戏班子成立于今
年3月份。“刚过年，一些文艺爱
好者就找到我，希望能组建一
个队伍，并为大家提供一个可
以娱乐、安度晚年的地点。”仁
风镇西街村村书记张召文说。

“当时我也感觉这个想法
不错，可以让老年人的晚年更
加美满。”张召文说。可地点如
何选择呢？夏天既不能太晒，冬

天又不能太冷，且场地需很大。
音响、戏服、乐器、道具、资金又
在哪获取呢？

经过考虑后，张召文将地
点选在仁风镇西街村西瓜市场
大棚。该大棚长200余米，能容
纳好几百人。张召文经过与仁
风镇政府协商，政府出资5000
元，自己拿出10000余元为大家
购置音响、乐器等道具。

3月份，“戏班子”终于成立
了。“我们这个戏班子的演员大
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年龄最大
的79岁，最小的42岁，都是戏曲
爱好者。为了统一排练时间，最
终定于每周二、四、六下午两点
准时开唱。”组员张先生说。

自成立以来，义务演出80余场

“戏班子成立后，每周
二、四、六，我们组员像上班
一样准时到，不管家中有什
么农活必到。”组员李女士
说，组员们很珍惜每一次排
练机会，回家后还琢磨曲调
以及演奏技巧，有时还与家
人讨论在戏班子各种愉快的
事情。

此外，随着“戏班子”队
伍不断壮大，也吸引了不少
外镇以及外县的曲艺爱好
者。“像曲堤镇、济阳街道，最
远的是商河以及惠民的爱好
者。每到二、四、六，他们就驾
驶老年代步车前来演奏。”张
召文说。

“每天来回跑两个小时
我们也感觉值！我退休 1 0
年了，每天在家真的好无
聊，不如出来兜风到这儿
和大家一起唱唱京剧、吕
剧 ，弹 个 小 曲 ，还 能 聊 聊
天。”滨州市惠民县文艺爱
好者杨先生说。

据张召文介绍，为将
欢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
村民，“戏班子”成员则利
用晚上的时间到各个村庄
去演出，隔三差五还会到
敬老院送祝福。自成立以
来，该“戏班子”已进行义
务演出 8 0余场，赢得了广
大村民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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