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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1月17日讯(记者
凌文秀) “名家新秀聚一堂，

说学逗唱阵容强，传统新作惹人
爱，江北水城美名扬”，17日，“名
家新秀乐校园”暨聊城曲艺文化
艺术周颁奖晚会在聊城二中大
礼堂举行，众多国家级曲艺艺术
家汇聚一堂。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歌颂聊城社会发展新成果和
社会新风尚，提升聊城曲艺在全
国的影响力，繁荣聊城曲艺事
业，特举办了本次聊城市曲艺文
化艺术周。本次活动由优秀传统
节目展演、“谁不说咱家乡好”新
作品大赛、名家讲座、作品研讨、
创作采风等系列活动组成。

本次曲艺文化艺术周由中
国文联曲艺艺术中心、中共聊城
市委宣传部、聊城市文联联合主

办。经过近一周时间，该活动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共有
16支代表队的66个节目报名参
加，其中传统节目展演报名节目
31个，“谁不说咱家乡好”新作品
大赛报名节目35个，包括了相
声、小品、快板、快书、琴书、大
鼓、河南坠子、曲艺说唱等多个
曲艺门类。经过评委现场打分和
评委会最后审议，最后评出一等
奖七名，二等奖十名，三等奖十

六名，最佳创作奖4名。为鼓励坚
守艺术阵地的民间艺术家，设立
荣誉奖4名，为鼓励积极创作、弘
扬社会主旋律、正能量，设立优
秀创作奖八名。冠县教育起东风
等17个节目获得优秀奖，组织工
作得力的代表队获得优秀组织
奖，为作出特别贡献的单位，颁
发特别贡献奖。

快板快书《师父难》、快板
《水城颂》、对口相声《聊聊聊

城》等作品获得三等奖。山东
琴书《偷年糕》、木板大鼓《青
菜成精》、相声《童言无忌》等
获得二等奖，河南坠子《猛虎
学艺》、河南坠子《报母恩》等
获得一等奖。刘旭东、俞传乐、
王 化 祥 、徐 震 获 得 最 佳 创 作
奖。为了鼓励坚守曲艺阵地的
民间艺术家特别设立的荣誉
奖由高金铭、骆廷贵、丁振中、
薄红芳摘得。

聊城举办曲艺文化艺术周颁奖典礼

众众多多优优秀秀曲曲艺艺作作品品斩斩获获殊殊荣荣

多多种种曲曲艺艺形形式式让让高高中中生生受受熏熏陶陶
五岁到七十三岁

选手年龄各异
山东素有“书山曲海”之称，

而山东许多曲种的发源地就在
聊城，如山东大鼓、北路山东琴
书、山东快书、木板大鼓等，这些
曲种在历史上曾涌现出很多优
秀的演唱艺人和影响深远的曲
艺作品，对人民群众传统思想文
化的教化和社会进步起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聊城曲艺音乐专业
委员会成立一年来，积极继承和
弘扬我国优秀的曲艺音乐传统，
为现代文化事业服务，在聊城市
受到了广泛好评，曲艺音乐专业
委员会的评弹《蝶恋花》就是由
此而成。

本次大赛的选手从五岁到
七十三岁，有着几代人的差距，
而老艺术家们宝刀不老，积极创

作、努力培育新人，为聊城曲艺事
业发展立下不朽的功勋，让所有
的年轻人为之感动，聊城著名快
板表演艺术家王化祥老师就是其
中一位优秀的代表，王老师为大
家带来精彩的快板《军营新歌》，
收获了高中生们的阵阵掌声。

木板大鼓是在聊城东昌府
区、临清、冠县流传较广的曲种，
曾造就了李同生等一批大鼓名
家，今天的曲种形式虽有种种窘
迫的表现，但是聊城人民始终热
爱着这份文化遗产。甄荣海的一
段木板大鼓《临清文化不一般》，
让人在感受木板大鼓魅力的同
时，也了解了临清丰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

传统新作逗您乐

水城曲艺涌向前
本次活动中国文联曲艺艺

术中心请来了国家级的专家评
委光临指导，为聊城市曲艺事业
的发展给予了莫大的帮助。中国
曲协副主席、中国曲协北方鼓曲
艺术委员会主任、梅花大鼓表演
艺术家籍薇还现场表演了梅花
大鼓《二泉映月》。

山东快书是山东省的一张
文化名片，也是聊城的文化土特
产，说武老二的这种曲艺形式就
是发生在聊城的临清，晚会上，
原聊城市艺术馆馆长、聊城市曲
艺家协会名誉主席、高派山东快
书再传掌门人，研究馆员，山东
快书表演艺术家，德高望重的张
明东老师，带来山东快书《卖元
宵》，把这种土生土长的聊城艺
术根植于高中生们的心中。

在本次比赛中，主办方发现
了一批坚守曲艺阵地的民间表
演艺术家，他们有的生活条件艰
苦，有的身患疾病，有的身有残

疾，但是他们热爱舞台，热爱观
众，他们更加热爱曲艺。他们的
艺术让我们震撼，他们的事迹让
我们动容，他们的执着让我们感
到无比的敬重。现在丁振中、骆
廷贵就是其中代表，表演的河南
坠子《猛虎学艺》令人惊叹。

李立山老师，是他和牛群合
作的《领导冒号》，现在的李立山
老师已经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
团的文职将军。他不辞辛苦，多
次来到聊城传经送宝，为聊城的
曲艺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他和
高徒，来自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
工团的国家一家演员、中国曲艺
牡丹奖获得者王文水先生，一起
带来数来宝《局长的茶杯》。

名家新秀乐校园，欢声笑语
不一般。传统新作逗您乐，水城
曲艺涌向前。聊城曲艺家协会会
长贾振鑫希望，通过这场比赛，
能让水城曲苑花更艳。

在传统文化和传
统技艺日渐式微的如
今，能汇聚曲艺名家、
举办一场高规格的曲
艺大赛，而且是在聊
城这种并不太知名的
城市，这令很多到场
的国内曲艺界专家都
伸出大拇指。

而把颁奖典礼和
展演带入高中校园，
让高中生们感受传统
曲艺文化的魅力，更
加大了曲艺传承的力
度。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攒了一堆月饼吃不完，扔了又觉得浪费

中中秋秋月月饼饼成成人人们们甜甜蜜蜜““负负担担””
◎市民难题

月饼吃不了

不知如何处理
市民王先生今年刚从单位退

休，家里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
今年因为中秋国庆离得近，两个
孩子都特意多请了几天假，赶回
聊城陪两位老人过节。一听说孩
子要回家过中秋节，王先生和老
伴都很高兴，到超市买月饼，正赶
上促销，一下买了三箱散装的，准
备吃一箱，然后一个孩子再拿回
去一箱。

王先生说，结果孩子们回来
那天，买的又都是月饼，加上过节
亲戚朋友送的，家里的月饼一下
子堆成了小山，除了中秋节那天
打开了一箱散装的之外，剩下的
七八盒礼品装月饼放到现在也没
吃。“现在人家都不缺月饼，我老
伴单位过节还发了点，吃都吃不
完，这可咋办？”王先生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像王先
生这样为如何处理剩下来的月饼
而烦恼的市民不在少数，有的市
民在月饼过期后，成箱成箱的扔
掉。不少市民表示，从中秋节前，
亲戚朋友就开始互相送月饼，你
来 我 往 ，家 中 积 下 不 少 。“ 过 个

节，存下大概五六盒的月饼，家里
人本就不怎么爱吃，这下更是吃
不完了。”市民孙女士表示，“节
过完了，再送给别人也不合适，只
好自己留着慢慢吃了。”

◎网友支招

月饼配豆浆

健康早餐组合
记者在网络上看到，对于吃

不完的月饼，网友们纷纷支招，给
出的各种吃法颇有创意。

有的网友介绍说，可以用一
块月饼作为早餐主食，配合一碗
低脂牛奶或淡豆浆，再加一份水
果，这种组合就基本可以解决月
饼高脂肪的麻烦，同时也能补充
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不仅吃起来
方便快捷，还比吃面包更耐饿。适
合以豆沙、莲蓉、枣泥等碳水化合
物为馅料的月饼。

用月饼做早餐，还可以做成
三明治：把月饼切成薄片，夹在两
个半片全麦面包之间，再配合低
脂牛奶，外加一份水果。一般半块
月饼配合一两片面包即可。香浓
可口的月饼将为淡味的主食面包
增加滋味，适合以五仁、巧克力、
蛋黄或咸肉为馅料的月饼。

把月饼切成小丁，在打豆浆

的时候一起放入豆浆机，注意不
要再放花生、核桃、松子之类的
果仁，因为月饼中的油已经够多
了。月饼豆浆带有香甜气息，口
感 不 错 。适 合 以 豆 沙 、莲 蓉 、枣
泥、伍仁、水果为主要馅料的月
饼。

还可以做月饼八宝粥：把月
饼切成小丁，放在煮好的八宝粥
或紫米粥等上面，就像放熟芝麻
那样，配合粥一起吃，滋味无穷。
月饼还可以配合凉拌蔬菜食用，
适合以五仁、豆沙、枣泥、莲蓉、
水果等为馅料的月饼。

对于以上种种创意食用方
法，网友们纷纷评价“吃法比较健
康，既保留了月饼原味，又稀释了
月饼本身的糖分和油脂”。

◎专家建议

月饼可以创意吃

但不要过期
2012年新《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实施后，2 7种食品添加剂被
“封杀”，仅十余种添加剂(受限)
可使用。同时，月饼保质期定为不
超过60天，月饼“寿命”比以往缩
短一个月，为的是通过控制添加
剂使食用月饼更加健康。

据了解，目前多数月饼包装

上 都 标 明 了 保 质 期“ 不 超 过 6 0
天”，部分水果馅、豆沙馅等月饼
品种的保质期往往更短，为45天
甚至30天不等。有专家提醒，由于
添加剂减少，月饼保质期缩短，现
在月饼保质期缩短，与原来相比
更加“短命”，很容易过期。

“过期或霉变月饼不宜再吃，
否则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对于这
些创意吃法，市人民医院专家表
示，创意吃法不是不可以，前提是
没有过期。吃月饼出问题者大多
是卫生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食
用月饼时不注意饮食卫生导致，
另一方面是由于食用了变质或腐
败的月饼，导致肠胃不适。

记者采访发现，前段时间医
院也接诊了不少因食用月饼不当
导致肠胃不适的市民。在此也提
醒广大市民，老年人、小孩及患有
糖尿病的人群不适宜多吃月饼。
保质期并不是识别月饼等食物是
否变质的唯一标准，可能由于存
放方式、环境等变化，出现过早变
质，所以我们购买的月饼，尽量在
保质期未到期就及时食用。并且，
开启的月饼，其保质期也将会缩
短，更应尽早食用完，避免产品质
量发生变质。特别需要提醒大家
的是，过期月饼不要吃，以免危害
身体健康。

中秋节已过去
近两个月，不少市民
的家里还留有不少
未吃完的月饼。送亲
友，显然过了时候；
留着吃，但有的已经
过期，不敢吃，扔了
还觉得可惜。对此网
上有人支招多个月
饼创意吃法。医生提
醒，如果月饼已经过
期，容易霉变，最好
不要食用。

本报记者 焦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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