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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光山花鼓戏
继续唱下去

“咱的日子节节高”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归欣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咱老百姓心里好
喜欢。党中央号召来扶贫，中办来到光山
县。干部群众齐努力，撸起袖子加油干。
精准扶贫像绣花，贫困乡村换新颜……”黝
黑粗大的辫子欢快地舞动，发自内心的喜
悦点亮了笑脸，张秀芳、方应亮夫妻二人相
视一笑默契无限，一出精彩的光山花鼓戏
正在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上演。

9月 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考察，来到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文化接待
中心，两名花鼓戏演员给总书记现场表演
了一段新编花鼓戏，赢得热烈掌声。

光山县文殊乡是信阳市首个被命名为
“河南省民间艺术之乡”的乡镇，当地传承
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光山花鼓戏。这种戏是
由豫南地区民间小调、山歌、歌舞，并融合
楚剧、黄梅戏唱腔，逐渐形成的独具一格的
戏曲剧种。其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
苏东坡在《仇池笔记》中就曾记录了光山人

“群聚讴歌”的景象。唱腔优美，对白诙谐
幽默，剧目丰富，多数就地取材、便于流传，
道白多用方言俚语，生活气息浓郁，活泼热
闹，群众参与感强，很受欢迎。

1953年，张秀芳的师傅翁行凡在北京
参加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演出的
《夫妻观灯》获得金质奖章，受到周恩来、朱
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由于多采取师徒世
代口传的形式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随着名
老艺人的相继去世，光山花鼓戏剧目不断
减少，面临着后继乏人、无法传承的窘境，
亟待扶植和保护。2004年，光山花鼓戏被
列为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重点抢救项目，
2007年被列入第一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4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该县文联主席张志娥介绍，为支持这
一剧种的传承和创新，县里有关部门搭建
了广阔的平台，鼓励老艺人招收学徒，并直
接补贴资金帮助戏班购置服装、道具等，逢
年过节还组织各戏班到指定地点演出。现
在，花鼓戏已经成为当地民间艺术的龙头，
带动了地灯戏、皮影戏、狮舞、龙舞、旱船等
地方戏和民间表演艺术的蓬勃发展。

由于嗓子清脆明亮，张秀芳有个外号
“百灵鸟”。她说：“当初师傅收了 8 个徒
弟，我是关门弟子。如今我也收了 8个徒
弟，第一个是我爱人，最小的一个是我女
儿，她 1999 年出生，学戏已经两年多了。”
眼见着县里从最初只有几十个花鼓戏演
员，到现在七八百人的规模，“百灵鸟”的唱
腔更动听了，劲儿也更足了。自从摘掉了
穷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也更加注重文
化生活，她的戏班子日程排得很满，除了传
统节假日，乡亲们无论红白喜事总喜欢唱
大戏，一个花鼓戏演员年收入七八万元根
本不是问题。

“总书记的鼓励，让我心里暖暖的。”张
秀芳说，“我一定会好好唱，把光山花鼓戏
发扬光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③2

□本报记者 归欣 李英华

“我下半辈子只干一件事，那就是种好
油茶树，让更多老区群众过上好日子。”9月
18日，回忆起头一天的情景，光山县槐店乡
司马光油茶园创办人、联兴油茶公司负责人
陈世法依然激动不已。

17日上午，冒着毛毛细雨，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油茶园考察调
研，了解该县发展油茶产业、推动脱贫整体
情况，并同正在劳作的村民们亲切交流。槐
店乡陈洼村村民陈文珍告诉记者，72 岁的
她和老伴都在油茶园务工，每年收入在 4万
元以上。

“一亩油茶百斤油，又娶媳妇又盖楼。”覆
盖6个乡 41个村民组的司马光油茶园，目前
带动了390户贫困户增收，安置2000多名周
边群众就业。在陈世法的带动下，光山县油
茶树种植面积已超过20万亩，行走在该县的
浅山丘陵，摇曳生姿的油茶树几乎随处可见。

十年磨一剑。虽然现在郁郁葱葱、满眼
绿浪，但2008年刚起步时，这片2.7万亩的油
茶园还是一片荒山。那一年，光山县抓住国
家油茶产业发展的机遇，将“油料上山”作为
一项新兴产业，组织 5名企业家外出考察学

习，当时 40岁的陈世法就是其中
之一。

在江西省樟树市，大
开眼界的陈世法被触动
了：油茶树耐旱抗贫
瘠，适宜丘岗浅山区
种植；结果期长达80
年，被称为“铁杆庄
稼”；病虫害少，又
便于管理，适宜千
家万户。“我15岁那
年第一次出去打工
没挤上火车，躺在车
站的广场上看星星，就
有个念想，要是在家搞一
项产业，不用外出奔波也
能过上小康生活，那该多好
啊！油茶树不就能实现这个念想
吗？”他说。

2009年年初，放着年收入千万元的工程
生意不干，陈世法“铁了心”决定种油茶。他
三赴杭州请来了国家油茶科学中心首席专
家姚小华，带着技术员和工人，一股脑扎进
了光山的荒山。从没跟他吵过架的妻子又
气又急，涨红着脸说：“你真是个陈傻子啊！”

陈世法这一“傻”，就是
10年。这 10年并不平坦，

亲朋好友质疑，合作伙
伴退出，干旱冻灾也来
添堵，但陈世法都挺
了过来。他说：“我
把企业取名为联
兴油茶，就是要联
合父老乡亲，兴
家兴业致富，再
苦再难我也要坚
持下去。”

油 茶 树 长 起
来，怎么把产业推广

下去？陈世法直犯愁：
“人人都知道油茶价格

高，可油茶树 5年才挂果，10
年才回本，周期长、回报慢。”要想

带着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只有让产业形成
规模、叫响品牌才行。关键时刻，当地党组
织给他解了难题。

产业咋上规模？县委协调各部门协同
发力。人心不齐，茶园所在的各个村委会站
了出来；土地流转受阻，村党支部委员分头
动员；闯市场需要合力，行业协会建起了党

支部；种植需要技术，党支部扛起大梁；产业
链一路延伸，党组织一路整合。

依靠党组织，司马光油茶园拨云见日、初
见收益，种茶群众也尝到甜头、有了盼头。
2014年，陈世法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如
今已是光山县油茶产业链党支部的骨干。

在司马光油茶园实地察看后，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利用荒山推广油茶种植，既促进了
群众就近就业，带动了群众脱贫致富，又改善
了生态环境，一举多得。要把农民组织起来，
面向市场，推广“公司+农户”模式，建立利益
联动机制，让各方共同受益。要坚持走绿色
发展的路子，推广新技术，发展深加工，把油
茶业做优做大，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农民增
收、生态良好。这让陈世法更加充满了信心。

“到 2020年，我们计划把油茶园往农游
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借力旅游平台提升附加
值、拉长产业链，让乡亲们腰包更鼓、生活更
幸福。”陈世法告诉记者。

登高远眺，满目青翠的油茶园孕育着丰
收的希望，等到 10月中下旬，这里将是漫山
花开，遍地果熟。③9

上图为光山县槐店乡司马光油茶园核心
区万亩油茶生态示范基地⑨6 谢万柏 摄

一棵油茶树的故事

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9月17日摄）⑨6

□本报记者 归欣 李英华
本报通讯员 许飞

9月 17日上午，正在河南考察的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文化
接待中心，察看当地脱贫攻坚工作成效，
并同当地脱贫致富带头人亲切交流。过
去 5年，东岳村村民杨长太在扶贫干部帮
扶下，实现了“三级跳”：脱了贫，挣了钱，

还带动其他村民实现了增收。
2012年，在外打工的杨长太萌生了返

乡创业的念头，听说花卉苗木能赚钱，就租
来 30亩地，把多年的积蓄全部投了进去。
但他没技术又不懂管理，本钱折完了不说，
还欠下七八万元。2014年，创业失败又遭
遇车祸的杨长太被定为贫困户，他又急又
气，觉得丢人丢大了，干脆关起家门睡大觉，
直到省里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敲开他的门。

“他跟我说，遇点挫折就趴下那不是男
子汉，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才是好
样的，一下把我点醒了。”老杨说。随后，杨
长太跑到信阳农林学院求助，苗木专家给
他开出两张“药方”：一是紧盯市场，改种销
路更好的品种；二是学习技术，科学种植管
理。当年年底，老杨的花卉事业“起死回
生”，实现销售收入15万元，他也成功甩掉
了贫困帽。

2015年，在文殊乡政府和扶贫工作队
的帮扶下，杨长太的四方景家庭农场开张。
到2017年，该农场规模已发展到1500亩，
建成了苗木花卉种植基地、有机茶园、稻虾
共作基地等，安排 50多名贫困人员就业。
这一年，杨长太被评为全县的“脱贫之星”。

2018年，东岳村以四方景家庭农场为
龙头和依托，成立了产业联盟和旅游开发
公司，打造集生产、观光、体验于一体的乡
村旅游示范基地。在村党总支的支持下，
四方景家庭农场成立了党支部，老杨担任
党支部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
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
道，增加农民收入。”老杨说，“我们农场的有
机水稻已经通过了‘三品一标’认证，今年我
有个‘小心愿’，就是带领更多乡亲致富，把
日子过得像芝麻开花——节节高。”③8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归欣

9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
时，来到了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同当地脱贫致
富带头人亲切交流。光山县文殊乡朱畈村村民
邹增勇父母年迈又有冠心病，干不了重活，再加
上两个孩子吃穿上学，生活的压力重重地压在
他的身上。2016年，村“两委”把他送到了稻虾
共作技术培训班学习。掌握这门技术后，2017
年他流转了60亩土地开始搞稻虾共作，村扶贫
工作队还为他请来了技术指导员。“当年就挣了
5万多元，一举摘掉了贫困帽。”老邹自豪地说。

光山县水资源丰富，水稻年种植面积稳
定在 80万亩，发展稻虾共作条件得天独厚。
2018年该县出台文件，对发展稻虾共作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贫困户进行稻田挖围沟等
田间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奖补，贫困户自主发
展面积 3亩至 10亩，每亩奖励 400元。当地
农业部门统计，通过政策扶持和市场推动，该
县已发展稻虾共作面积 10.2万余亩，年产小
龙虾1.5万吨。目前，集生态养殖、加工贸易、
生鲜物流、饮食文化于一体的稻虾共作产业
链，在当地已初步形成。

看到乡亲们都在整理稻田准备养小龙虾，
老邹又动起了脑筋。既然这么多人要搞稻虾
共作，势必需要大量的虾苗。但是，如果运输超
过4小时，虾苗成活率将大幅降低。要是本地
就有虾苗，肯定会供不应求。于是，他主动找技
术员学习虾苗养殖技术。“养虾苗不同于养成
虾，技术要求更高，比如水质要特别当心，要经
常换水，保证不受污染。”讲起养虾经，老邹头头
是道，“虾苗比成虾好卖，本地就消化光了，最高
1斤卖到了50元，而成虾一般只有二三十元。”

年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一家人的生
活也越来越好，老邹感到很幸福。他把记者
领到家里，指着空调、冰箱、电视说，这些都是
这两年添置的，“现在的愿望就是养好小龙
虾，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③6

养好小龙虾
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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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村村民张秀芳和她的爱人方应
亮表演光山花鼓戏（9月17日摄）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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