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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岁的卢磊是沧县刘吉
舞狮团的舞狮演员。和往年一
样，这个春节，他依旧是在外
地、在舞台上度过的。

沧县舞狮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被称为“北狮王”
的沧县刘吉舞狮团更是名声在
外，仅卢磊参加过的大型活动
就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国庆
60周年庆典、上海世博会演
出、国庆70周年庆典……

“春节期间演出多。别人
过年都是往回赶，我们却正相
反。一般过了小年就出发，元
宵节后才能回来。”卢磊22岁
加入刘吉舞狮团，13 年间，
他只在家里过了两个团圆年，
这还是因为疫情没安排演出才
有的机会。“春节对我们来
说，意味着离家越来越远。不
过，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
一想到能为全国各地的群众送
去节日问候、让更多人领略

‘沧州狮子’的风采，付出再
多也值得！”

这个春节，卢磊和队员们
是在横店影视城度过的，但这
次比往年都要久，要在那儿待
上整整一年。“秋夏两季还好
说，冬天最难熬。横店这边没
暖气，到了晚上，屋里屋外一

样冷。”卢磊说，观众的掌声
和认可，给了他们足够的温
暖，是最有力的支撑。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横店，与刘吉舞狮团同

台表演的有“南狮”（我国舞
狮有南北之分，沧县舞狮是

“北狮”代表）、川剧变脸、萨
满舞……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
艺术表演形式，深受广大群众
喜爱。“每次演出，我们获得
的掌声都是最多的。”卢磊自
豪地说。

来到横店，卢磊和队员们
每天都有演出，上午下午各一
场。因为特别受欢迎，春节期
间，他们又增加了夜场。“观
众喜欢，我们当然也不能掉链
子。”为了给观众献上一场又
一场精彩纷呈的舞狮表演，卢
磊和队员们每天都在加班加点
地练习，除夕也不例外。

也正因如此，队员们的生
活变成了两点一线，不是在驻
地休息、练功，就是在舞台上
表演。“到横店已经大半年
了，虽然我们都是第一次来，
但到现在也没得空出去转一
转。”卢磊惋惜地说。

和卢磊一起来横店的，还有
他的妻子高乔迁。她也是刘吉舞

狮团的舞狮演员，今年28岁。
从事舞狮表演的女演员特

别少，沧县舞狮尤为突出。这
是因为沧县舞狮包含许多武术
和杂技动作，技巧性强，光狮
头就五六公斤重。一场完整的
演出下来，连二十来岁的小伙
子都累得气喘吁吁。

“有难度并不等于没希
望。”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
劲头，高乔迁如愿成了一名舞
狮演员。

这几天，到横店影视城游
览的游客特别多，每当他们看
到舞狮团的表演，无不为之鼓
掌叫好。尤其表演结束后，高
乔迁摘下狮头，露出庐山真面
目，观众们这才发现刚才火爆
激烈的演出，表演者竟是一位
外表柔弱的女孩，惊叹声与叫
好声就更多了。

虽然辛苦，可对卢磊和队
员们来说，更多的是收获：

“出来大半年了，大伙儿都挺
想家的，但比思念更多的是骄
傲，只要观众们喜欢‘沧州狮
子’，我们就不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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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沧县薛官屯
乡沙官屯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杨国强忙得不可开
交。他带着村退役军人志愿
服务队成员，村头执勤，打
扫村落，帮孤寡老人收拾庭
院 、 清 洗 衣 物 ……“ 过 年
了，要让家人们都高高兴兴
的。”杨国强说。

40 岁的杨国强是一名退
伍军人，对“家”，他有自己
的定义：“穿上军装，保卫的
是祖国这个‘大家’；脱下军
装，振兴的是沙官屯这个‘小
家’。”

2005 年，杨国强退伍返
乡，并在后来当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这些年，他始终难以割
舍心中的军人情结。2021 年
初，他在村里成立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队。服务队一共有8位
成员，村里有啥事，大家都积
极响应：“进了部队，一辈子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兵。我们要

把这份热情带到群众身边，解
决好群众的急难盼怨，让我们
这个‘家’越来越好。”杨国强
介绍。

69 岁的村民翟春刚无儿
无女，一个人在家务农。每到
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
节日，杨国强都会带领服务队
成员前去看望，陪他过节，这
个春节也不例外。

翟春刚也盼着杨国强来，
他有好多话要跟杨国强讲。

去年，杨国强帮他在村里
一家企业找了份工作，活儿不
累，每个月能挣 1200 元钱。
翟春刚干得顺心，迫不及待地
要跟杨国强分享工作中遇到的
事儿。

在杨国强的带领下，服务
队成员个个像他一样，把村里
每一位乡亲都当成自己的家
人。

疫情期间，成员赵秀明主
动请缨在村口执勤，他说：

“要为全村人守好第一道防
线。”

村里扩宽主干道，工程涉

及到一部分村民的宅基地。起
初，一些村民有情绪、不配
合，成员黄树荣第一个站出
来：“村子要发展，我举双手
支持！先从我家拆！”在他的
带领下，难题很快得到了解
决，工程如期开工。

“我1974年参军，1976年
入党，从那时候我就知道，作
为一名军人和党员，要时刻以
集体大局为重。”黄树荣说。

服务队成员都很怀念过去
的军旅生涯。他们把这份情怀
化作对后辈的期许。每到征兵
季节，他们都会在村里进行政
策宣传，鼓励有志青年踊跃参
军。

沙官屯村有个大学生叫杨
志昌。小伙子身体好，性格开
朗，非常热情，每年寒暑假都
会主动帮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深受村民好评。

杨志昌大学毕业前夕，杨
国强和服务队成员主动给杨志
昌打电话，鼓励他投身军营，
报效国家。最终在他们的鼓励
下，杨志昌成功穿上了军装。

“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
新鲜血液补充进来，越来越多
的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
杨国强说。

这个这个
我们在我们在 中度过中度过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坚守
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春节

一
日
为
兵

一
日
为
兵

终
生
为
民

终
生
为
民

□

本
报
记
者

周

洋

这几天，不少市民在市区
很多地方看到了这样一支队伍
——一群人画着脸谱、穿着戏
服，在锣鼓点儿的铿锵里，跑
起了许久不见的高跷。

表演者来自南川楼高跷
队。从正月初六开始，接下来
的 10来天时间里，他们将一
直在运河两岸以及市区部分小
区、广场义务演出。

这是一支去年刚刚成立的
高跷队，成员一共有 44 人，
年长的近 80岁，年幼的刚上
幼儿园。

高跷是一项流传很广的民
间舞蹈艺术，在沧州有着悠
久的历史，许多人童年记忆里
都有它的影子。36岁的南川
楼高跷队成员马旺，便是如
此。

马旺对高跷的热爱，源于
他的父亲。“我爸年轻时就跟
着高跷队跑高跷。那时候，一
个队有 50多口人，每年春节
表演至少要动用三四辆‘大解
放’，光乐器就占了其中一
辆。表演时，高跷队跑到哪
儿，市民就跟到哪儿，热闹极
了！”马旺回忆道。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
来，马旺很小就对高跷产生了
极大兴趣，三天两头磨着父亲
教他跑高跷。

6岁那年，他终于得偿所
愿，父亲还专门做了一副踩高
跷的腿子送给他。

马旺每天刻苦练习，摔了
无数个跟头。“一年到头，身
上的伤就没断过。”可即便如
此，也没让马旺断了停止练习
的念头。只一年，他就加入了
父亲所在的高跷队，成了一名
正式队员。

时光如水，匆匆流逝。几
年后，马旺上了初中，为了不
影响学习，他离开了高跷队。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转身就
是10多年。

去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
党一百周年。“七一”前夕，
在所在社区的组织下，南川楼
高跷队成立，成员既有如陈宝
田、李文学、张庆华这些古稀
之年的长者，也有如马磊、曹
志军这些与马旺同龄的青年。

大家铆足了力气加紧练
习，既是为了给党庆生，也是
为了能让记忆里的高跷再度跑
起来。“大家 10多年没练了，

多少有些心虚，但锣鼓声响起
的一刹那，我们仿佛又回到了
小时候。”马旺说。

南川楼高跷队首演非常成
功，吸引了众多市民的注意，
也给了队员们极大鼓励。队内
几位主要成员一商量，决定今
年正月再跑一跑，给市民添添
喜气儿。

为这，从那天起，大家每
天都抽时间聚在一起勤加练
习。“队员们大多已经成家，
有的还得照顾年幼的孩子。但
为了不耽误练习，他们就带着
孩子一起过来。久而久之，孩
子们也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成
为高跷队的一员。”马旺说。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马
旺又找回了儿时的状态：“年
前，大家一直练到腊月二十
九，中间只休息了两天，初三
就又练上了。希望能为广大市
民奉上一场精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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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高跷跑起来

对入选我市冬奥帮扶服务
保障团队的 36名沧州职院师
生来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春
节，注定会成为生命中最难忘
的一个——自去年 12月 16日
出发到现在，他们始终坚守在
帮扶一线，为冬奥会贡献着沧
州力量。

初到张家口崇礼区时，当
地气温已经降至-20℃，帮扶
队员的睫毛、头发都被冻住
了。更艰苦的是，那时，帮扶
酒店还未正式营业，大家只能
住在山下的员工宿舍。那里条
件简陋、没有食堂，泡面和八
宝粥是大家“最亲密的伙伴”。

每天，他们都要到山上的
酒店去“开荒”，搬家具、搞
卫生、做消杀……早班，5：
00就要起床；晚班，23：30
才回到宿舍。披星戴月、节假
日不休是大家的日常。即使这
样，也没有人说过放弃。

帮扶队员驻地距离冬奥会
赛场特别近，站在山上就能望
到。但由于冬奥会实施闭环管
理，这段时间，帮扶队员们连
酒店大门都没出去过，更别提

到现场观战了。
对帮扶队员来说，过年这

几天，和往常并没什么两样。
他们封闭在各自帮扶的酒店
里，即便在宿舍休息时也得按
要求佩戴口罩，只在吃饭、睡
觉时才能摘掉。更严格的防护
措施是在工作中——防护服、
面屏、N95口罩……一样也不
能少。其中，手套、鞋套都要
穿两层。防护服穿脱流程非常
繁琐，且都是一次性物品，为
保障工作不受影响，大家在工
作期间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背着重重
的消毒液进行消杀，运送物
资，清理垃圾，来回奔忙。屋
外白雪皑皑，大家却累得满身

是汗。
除夕夜当晚，不少帮扶队

员是在工作中度过的，为客人
送水、在前厅值班。别说看春
晚了，就连给亲朋好友拜年，
都是在休息时进行的。

2月 4日 20时，冬奥会开
幕式准时开始。没有工作安排
的队员们，早早地守在电视
前。精彩震撼的开幕式让他们
心潮澎湃，尤其当看到中国队
出场时，大家更是激动到起立
鼓掌欢呼。

“虽然辛苦，虽然不能在
家过年，但我们从不后悔来到
这里，相反，大家都觉得这是
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队员
代表孙中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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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队员帮扶队员（（右右））身着防护服为顾客服务身着防护服为顾客服务

高跷队成员涵盖老中青三代高跷队成员涵盖老中青三代

职院师生坚守帮扶岗位职院师生坚守帮扶岗位

卢磊和妻子在横店演出卢磊和妻子在横店演出

帮扶队员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帮扶队员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高跷队老队员为小队员化妆高跷队老队员为小队员化妆

高跷队中的小队员高跷队中的小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