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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靖尧
朱婉菁

■ 见习记者 王章蕴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
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4月
21 日下午 6 时许，在宿城区王
官集镇唐圩村的一处文化广
场，喜庆欢快的广场舞曲响起，
衣着鲜艳的村民随着欢快的音
乐，有节奏地跳起舞来。

今年年初，唐圩村多了这
处文化广场。如今，每到傍晚，
该文化广场成为村里最热闹的
地方，当地不少村民吃完晚饭，
就会聚集在此处。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片区
域共有500余平方米，设有百姓
大舞台、健身活动区和儿童游
乐区。远远望去，崭新的文化
广场为唐圩村增添了一抹鲜艳
的色彩。

广 场 舞 、健 身 操 、划 旱
船 …… 村 民们自编自导自演
的节目轮番登场，大家个个神
采奕奕。村民告诉记者，有了
文化广场，唐圩村的“运动江
湖”多了许多派系，村里原本不
爱出门的老年人在此迈开步
子，成了“风云人物”。

在百姓大舞台上，村民和
着欢快的节拍，尽情舞动；在健
身活动区，由唐圩村村委会捐
赠的健身设施派上了用场，一
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此迎风
飘扬；在儿童游乐区，孩子们在
滑梯上玩得不亦乐乎，欢笑声
不绝于耳。

让人称赞的是，这处文化
广场是由当地乡贤王政文个人
出资建造的。出生于 1949 年
的王政文是唐圩村人。“我的父
亲是一名教师，他从小就教育
我们要团结邻里，与人为善。
在我的记忆中，邻里之间相处

非常和睦，大家有啥好东西都
拿出来分享，谁家发生了什么
事情，也会相互帮衬。”王政文
回忆。

王政文说，尽管自己早早
地离开了唐圩村，但家乡的一
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他
的思念。1987 年，在外漂泊近
20年的王政文返回宿迁经营一
家贝雕工艺品厂。1995 年，王
政文开始从事中国花鸟画创
作。随着事业发展得越来越
好，他想给家乡做点事情的想
法越来越强烈。

乡情，藏在心底最柔软的
地方。王政文每次回到唐圩
村，总习惯在村里走上一圈，和
村里的老年人聊聊天。眼见着
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王政文
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本人从事
文艺创作，所以，我想能不能为
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出一
份力。”王政文说。

王政文心中产生了为村子
修建文化广场的想法，这个想
法得到了唐圩村村委会的支
持。“我决定利用自己的宅基地
建设文化广场，一些村民得知
这个消息，还主动请缨，希望能
出力支持。”王政文说。

经过相关部门审批，2024
年 8 月，王政文着手将自己的
构想变成现实。在文化广场
的建设中，唐圩村不少人都出
了一份力。“垫土方的时候，得
知我们的土不够了，唐圩村村
委会还主动为我们提供了土，
大 家 推 着 小 推 车 把 土 运 过
来。”王政文笑称，文化广场能
够很快建成，要感谢每一位付
出的村民。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王政
文的带领下，村里的文化广场
顺利建成。

“几天前，为了激发大家

的运动热情，我还出资购买了
一套锣鼓、几十件运动服，大
家都很喜欢。一到傍晚，文化
广场上热闹极了。天气越来
越热，我还打算在村里建几处
凉亭，希望我做的这些事，能
够 为 乡 亲 们 带 来 些 许 幸 福
感。”王政文笑着畅想着未来，
他告诉记者，自己仍在为家乡
发展做规划，在有生之年，他
愿意尽可能地回馈家乡，回馈
这片土地上的人。

“以前，我们村部附近也建
有文化广场，但是可能距离大
家比较远，所以文化广场的利
用率不太高，这处新的文化广
场，让大家休闲娱乐有了好去
处。”唐圩村村委会副主任王盘
章说，为了让文化广场更好地
服务村民，丰富大家的精神文
化生活，村委会将依托文化广
场，常态化开展送文化活动，弘
扬良好文明风尚，同时积极对
接有关部门，对健身设施等进
行更新、管护。

“好久不见，近来可好？”
“好着呢！你们村的文化广场
建得可真漂亮，我们过来凑凑
热闹！”“羡慕你们村啊，王政
文真不简单，像个‘规划师’
啊！”最近一段时间，唐圩村的
文化广场吸引了不少邻村村
民注意，他们相聚于此，关系
相比往日更加亲密，在这
个美好的春天，村与村也
开启了新的“对话”。

采访离去时，记者回
首看到，夜幕下，文化
广场上方的照明设施
亮起，一束束聚光灯
照进了这个被夜
色笼罩的村庄，男
女老少唱着、跳
着，村里一片
欢腾。

■ 本报记者 臧子青

“咚咚咚，锵锵锵……”4 月 23
日晚，在宿迁市文化馆培训教室里，
激昂鼓点与清脆钢板声交织——苏
北大鼓公益培训正在进行。这项始
于清嘉庆年间的宿迁本土曲艺，以
一人执鼓板、说唱伴肢体表演为特
色，分刚劲北派与婉转南派唱腔，素
有“千斤话白四两唱”的艺术讲究。

每周三晚6时至8时的培训教
室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牛崇祥都会示范教学。“大
家注意，苏北大鼓的唱腔丰富多变，
就拿这几句来说，起承转合都很有
讲究。打鼓的时候，右手的力度和
节奏要跟唱腔配合好，激昂的部分，
鼓点就得紧凑有力。”紧接着，他手
中的钢板起落间，点出苏北大鼓“说
白无板、唱篇击节”的韵律精髓。

“我是每周三抽空来上夜校。
在上学之余，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我
觉得特别有意义。”宿迁学院的学生

张喆是首次接触这种口传心授的传
统艺术。张喆告诉记者，他希望通
过学习，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
技艺。他说：“作为年轻人，传承传
统文化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现场，还有一些中老年人，他们
同样怀揣着对苏北大鼓的热爱，来
到这里学习。73 岁的市民李先生
是培训班里年龄最大的学员，他从
小就爱听书。退休后，他有了更多
追求爱好的机会。“小时候听书的场
景还历历在目，现在有了学习苏北
大鼓的机会，感觉特别幸运，我也想
把家乡非遗演奏给更多的人听。”

看到许多人报名学习苏北大
鼓，牛崇祥打心底里高兴。从艺40
多年的他，2016 年试水直播传承，
如今又将苏北大鼓带入夜校公益培
训。十几本剧目笔记见证着他对这
门艺术的创新守护：“培养人才是关
键，要让鼓韵在新时代传得更远。”

这个春天，声声鼓韵从市文化
馆扬起。

苏北大鼓在宿迁夜校敲响

■ 本报记者 周妮

近日，在宿豫区商贸城内，大片
木香花竞相盛开，成为新晋网红打
卡地，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邂逅这份
春日浪漫。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许多市民
分享了打卡照片。照片中，繁茂的
黄色木香花宛如金色瀑布，从高处
倾泻而下，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般
的童话世界。有细心的网友还分
享了打卡攻略：“建议上午前往拍
摄，身着白色或黄色系服装，超级
出片。”

4 月 23 日，记者来到这处木香
花打卡点，看到不少市民已排起队，
准备与美丽的木香花合影留念。在
阳光的照耀下，层层叠叠的木香花
金光灿烂，熠熠生辉，与淡黄色的墙
面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治愈人心
的春日画卷。靠近花朵轻闻，清新

淡雅的香味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市民刘女士与朋友正兴致勃勃

地拍照，她们不停地变换姿势、调整
角度，力求捕捉到最美的瞬间。刘
女士笑着说：“我们在网上刷到这个
打卡点，今天精心打扮一番前来拍
照，等会还要好好修修图，分享到微
信朋友圈。”

除了普通市民，许多摄影爱好
者也循着花香慕名而来。摄影爱
好者张先生说：“我平时就喜欢拍
摄城市里有意思的地方，这里的木
香花实在太美了，让人忍不住想记
录下来。”

木香花，其香味与玫瑰花有些
相似，花朵主要呈白色和黄色。记
者了解到，这些美丽的木香花是商
户在店门口精心种植的。据该商户
介绍，眼下正值木香花的盛花期，想
要打卡的市民可要抓紧时间，别错
过这一年一度的春日美景。

木香花盛放！带你邂逅春天的浪漫

日前，俯瞰泗洪县河长制尾水湿地主题公园，一幅生态画卷徐徐
展开。草木青翠欲滴，繁花点缀其间。水域清澈，水光树影相映成趣，
生态之美尽显，展现出当地在生态治理与修复中取得的显著成效。

本报记者 赵淑柳 通讯员 朱鹏程 摄

污水变清波 公园美如画

■ 徐欢

4 月 22 日上午，72 岁的尹惠华
穿着专业跑鞋踏上家门口的健身步

道，顺利完成了5公里晨跑训练。
2003 年，50 岁的尹惠华退休

了。她将退休证锁进抽屉的当天，
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份计划——珍惜

当下，过好退休生活。
尹惠华轻抚着客厅墙上的泛黄

照片，回忆着过去的岁月。“我从小
就很胖，以前上班照顾家庭没有时
间做身材管理，退休后，我想要重塑
自己的身体。”尹惠华告诉笔者，从
每周 3 次晨跑开始，到加入广场舞
队，她逐渐发现运动带来的奇妙变
化——跳完舞蹈，她手指发麻的老
毛病竟然缓解了。

热爱，让尝到锻炼甜头的尹惠
华有了再向前一步的勇气。2007
年，一堂探戈舞体验课彻底改变了
她的人生轨迹。当听到手风琴发出
美妙的音乐时，这个连交谊舞都没
跳过的退休阿姨，突然被探戈舞充
满张力的肢体语言“击中”心脏。

提起初学探戈舞的岁月，尹惠
华表示，她非科班出身，身体协调性
差，核心力量也不足，让她的舞步总
比音乐慢半拍。有次练习“疾转接
滑步”时失控撞上镜墙，差点受伤。

“老师说我像块硬木板，那我就把自
己重新打磨。”尹惠华说，探戈舞学
习不仅是技术练习，更是一场对默
契、音乐和文化理解的沉浸式体

验。每一次拥抱、旋转与停顿，都需
要让舞者在严谨的练习与即兴的自
由之间找到平衡。

转折发生在2024年3月。当尹
惠华在健身房门前犹豫徘徊时，29
岁的健身教练丁腾注意到这位老
人。“阿姨，您想改善跳舞时身体的协
调度吗？”这个“95后”小伙子的提问，
开启了一场跨越代际的健身实验。

在康骏私教健身中心的私教
区，丁腾为尹惠华定制了训练计划：
每次30分钟热身运动，搭配30分钟
力量训练，最后根据身体情况不断
调整有氧运动的训练力度。这个有
着独特眼光的年轻人，将功能性训
练与艺术表现力深度融合。

如今在健身中心，“尹阿姨”三
个字已成为某种精神符号。大家争
相学习她坚持不懈、勇于挑战的精
神。“衰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机能退
化，而是自我设限的心态，别让年龄
决定你该怎么活，你看，我今年 72
岁，现在刚跳到人生的第二乐章！”
尹惠华感慨道。岁月留下了苍老的
痕迹，但她想要活成自己的光，努力
照亮自己！

银发舞者跃动生命之光

文化广场成顶流！
宿迁76岁乡贤硬核宠村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