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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洛 南 县 ，有 一 支 常 年
活 跃 在 城 乡 的 群 众 文 艺 演
出 队 。 他 们 坚 持 20 多 年 ，用
戏 剧 曲 艺 、快 板 小 品 、歌 曲
舞 蹈 等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文
艺 形 式 ，宣 传 党 的 方 针 政
策 ，讴 歌 好 人 好 事 ，倡 导 文
明 新 风 ，传 播 社 会 正 能 量 ，
把 欢 声 笑 语 传 遍 洛 南 城 乡 ，
为 基 层 干 部 群 众 送 上 一 道
道 文 化 大 餐 。 这 个 演 出 队
就 是 洛 南 县 职 工 群 众 艺 术
社 ，大 家 誉 称 群 艺 社 。

春 节 期 间 ，洛 南 群 艺 社
精 心 编 排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文 艺 节 目 ，从 正 月 初 四 开
始 ，在 县 城 人 民 广 场 等 人 员
活 动 密 集 的 场 所 开 展 大 型
义 演 活 动 ，还 顶 风 冒 雪 深 入
三 要 镇 等 地 参 加 了 10 场 次
演 出 活 动 ，表 演 了 秦 腔 、现
代 戏 、快 板 和 歌 曲 、舞 蹈 等
各 类 文 艺 节 目 20 多 个 ，精
彩 表 演 赢 得 了 观 众 的 热 烈
掌 声 和 广 泛 好 评 。

这 是 他 们 20 年 来 过 节
的 常 态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自 成 立 以 来 ，群 艺 社 演 出
已 达 300 多 场 ，观 看 群 众 近
20 万 人 次 。

2001 年 初 ，洛 南 群 艺 社
由 县 剧 团 退 休 的 老 党 员 、业
务 团 长 李 新 民 发 起 ，在 县 文
化馆馆长赵洛营的大力扶持
下 成 立 。 20 多 年 来 ，群 艺 社
不断吸收有文艺特长的退休
干 部 职 工 和 城 区 周 边 社 区 、
村 组 的 文 艺 爱 好 者 参 加 ，从
成立初期的 20 多人，发展到
现 在 拥 有 社 员 50 多 人 的 团
队 。 队 伍 中 有 八 旬 翁 妪 ，还
有 30 岁左右的男女青年，他
们自备乐器、自制服装，坚持
每 周 二 、四 、六 晚 上 排 练 ，几
乎没有间断。

群 艺 社 除 排 演 传 统 的 秦
腔、眉户等折子戏外，还配合
县 上 的 中 心 工 作 ，创 作 排 演
了 大 量 反 映 脱 贫 攻 坚 、乡 村
振 兴 、扫 黑 除 恶 、孝 亲 敬 老 、
抗洪救灾、科普宣传、城乡建
设 等 内 容 的 现 代 小 戏《婆 媳
情》《英英劝母》《爱感天地》，
小 品《两 家 门 前》《牵 挂》《自 食 其 果》《社 区 民
警》《好人好报》，歌曲《可爱的洛南》，舞蹈《喜
迎党的二十大》《好日子》《绣红旗》，快板《仓颉
造字》《劝赌》《说官》《赞洛南》等节目 60 多个。

这 些 节 目 除 了 夏 季 在 城 区 的 柏 槐 、西 寺 、

东 街 、刘 涧 等 社 区 举 办 纳 凉 晚 会 演
出 外 ，还 应 邀 到 寺 耳 、巡 检 、洛 源 、保
安 、石 门 、古 城 、三 要 、高 耀 等 镇 参 加
节 庆 宣 传 助 兴 演 出 ，足 迹 几 乎 遍 布
洛南全境。

为 确 保 演 出 宣 传 内 容 始 终 紧 跟
新形势、突出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群
艺社成立了党支部，严格规范党员组
织生活，定期组织学习时事政治和党
内有关规定以及法律法规知识，不断
强 化 党 员 的 政 治 素 养 和 党 性 观 念 。
在每次演出活动中，党员们总是先赶
到 地 方 ，积 极 参 与 布 置 舞 台 、摆 放 道
具等，确保演出活动顺利进行。

洛 南 群 艺 社 虽 然 是 个 没 有 报 酬
的群众性业余文化组织，但却人才济
济，大家都甘愿奉献。

群 艺 社 第 二 任 社 长 刘 老 虎 和 现
任 社 长 陈 淑 娥 都 把 群 艺 社 当 成 了 自
己 的 家 ，处 处 发 挥 模 范 带 头 作 用 ，积
极 参 与 组 织 排 练 ，只 要 有 演 出 ，家 里
事都先撂一边，让每次演出活动都红
红火火、有声有色。

退 休 医 生 吴 孝 明 ，年 近 八 旬 高
龄 ，依 然 坚 持 经 常 参 加 活 动 ，还 发 挥
个 人 特 长 ，紧 跟 形 势 创 作 小 品 、快 板
20 多 个 ，已 是 群 艺 社 说 快 板、演 小 品
不 可 或 缺 的 骨 干 演 员 。 四 皓 街 道 中
心 村 村 民 刘 学 义 多 才 多 艺 ，管 音 响 、
拉 二 胡 、弹 电 子 琴 ，还 自 制 板 胡 、鱼
鼓等乐器用于演出伴奏，他既会打腰
鼓 ，又 能 唱 歌 唱 戏 ，是 群 艺 社 的 全 把
式 。 家 庭 主 妇 于 会 兰 ，好 学 上 进 、技
压 群 芳 ，每 场 演 出 都 博 得 阵 阵 掌 声 ，
因 此 还 登 上 陕 西 电 视 台《秦 之 声》。
还有退休干部薛俊康、在职职工李爱
玲 、村 民 周 秋 芳 、侯 双 苗 等 社 员 ，心
往 一 处 想 、劲 儿 往 一 处 使 ，使 得 群 艺
社 如 今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拥 有 50 多 人 的
大 家 庭 。 社 员 们 都 说 ：“ 进 了 群 艺
社 ，开 心 又 快 乐 ；说 唱 解 烦 忧 ，健 康
又长寿。”

众人拾柴火焰高。洛南群艺社之
所以 20 多年能活跃于洛南城乡，离不
开 社 会 各 界 的 大 力 支 持 和 热 切 帮
助 。 多 年 来 ，县 文 化 馆 积 极 扶 持 ，专
门为他们安排了宽敞的排练大厅，免
费 供 水 供 电 ，提 供 小 型 音 响 ，还 安 排
副 馆 长 杜 亚 玲 和 宋 淑 芳 、王 淑 芳 、张
和平等业务干部经常现场指导排练、
辅 导 乐 队 伴 奏 。 县 老 年 大 学 还 经 常
配合抓党支部建设和党史学习教育，
多次赠发学习资料。县文旅局、关工

委、老龄办等单位多次为群艺社提供安排走向
基层演出的机会和场次。不少镇、村（社区）还
和他们结成对子，邀请他们为重大节日和大型
会议助兴演出。正因为有社会各方的支持和
关切，才使群艺社活动不断、节目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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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富民画的连年有鱼（余），画中的鱼儿活
灵活现，画面色彩绚丽、热烈喜庆。

周富民画的福富康乐寿图，图中的寿仙笑
容慈祥、神采奕奕。

高个子、大脸庞、面色红润、精神矍
铄，性情温和开朗、说话幽默风趣，这是
周富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如同他画的
年画一样，给人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

1月 23日，农历腊月十三，一连多日
的阴冷天气刚刚转晴，记者来到商州区
刘湾街道元明村一个农家小院，这里是
周富民的家。小屋内，四面墙上挂满了
他画的年画，有五子登科、麻姑献寿、喜
鹊登梅、红梅报春、连年有鱼（余）等，一
张张年画色彩绚丽、画面热烈喜庆，让屋
里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

在屋子一角，一张用广告板做成的
画案占据了较大的空间，画案旁边的柜
子上，鱼缸里的金鱼欢快地游来游去。
周富民正忙着给乡亲们画年画。在他的
笔下，一对对红金鱼活脱脱的样子让人
看了顿生欢喜。村里的郭大妈说：“我就
喜欢周大夫画的年画，喜庆！过年啊，拿
回去贴在屋里，图个吉祥！”四邻八舍的
乡亲纷纷来到周富民家里，欣赏着墙上
的年画，一张张笑脸在热闹喧嚣中显得
更加融洽。

周富民说：“年年一到腊月就忙活开
了，咱日子过得去，画画不图啥，就图个
高兴，大家喜欢我就给画，画完了还要给
写对联呢。”一位大爷说：“老周啊，你可
把好事做到家了！”说得大家都笑了。

屋外，阳光从院子里的榆树梢透过
来，让人感到身上暖融融的。在小院的
一段矮墙上，用水泥做成的大肚弥勒佛
笑口常开，谁看了都忍不住要笑起来。
周富民说，他修墙时剩了点水泥，浪费了
可惜，就顺势在矮墙上做了个弥勒佛，看
着弥勒佛心里高兴啥烦恼都没有了。小
院一角，一株蜡梅花绽开了金黄色的花
儿，香气扑鼻，迎春花也有零星的花朵，
给人带来早春的欣喜。

周富民让老伴拿出瓜子、水果招呼
客人，他来不及洗干净被墨染得五颜六

色的手，就忙着给大家沏茶。他红扑扑
的脸上皱纹很少，加上爽朗的笑声，让人
根本想不到他已经 77岁了。

说到他的经历，周富民笑着说：“我
从小就爱画画，但为了生活却当了半辈
子的中医，咱就是这个命，也不后悔啥！”

周富民生于 1947 年，中学毕业后学
了 3 年中医，1966 年从当时的商洛地区
中医进修班毕业后，回村里当赤脚医
生。他开方子小心谨慎，给人看病的药
让病人按进价付钱。他觉得病人都是可
怜人，只要病人好了，他这个当医生的才
能安心。

1972 年，周富民到镇安县铜关卫生
院工作，后调到青铜关地段医院工作。
他擅长肝脏、消化道疾病诊治，治愈的病
人数以千计，在群众中名望很高。1994
年，周富民为了照看孙子，从镇安县回到
商州，在村里继续当村医。

周富民从小就爱好艺术。从上小学
起，他对画画、雕塑、音乐等艺术门类都
有特别的爱好。村里有个妇女五官突
出，大脸盘、大眼睛、嘴唇厚而翘，他就用
红泥捏了个雕塑，村里人见了都说他捏
的泥人就是本人，简直像极了。

在镇安工作时，周富民有一次到西
安，看见西安美院的学生在画领袖人物
像，他站到学生画架旁边一看就是半
天。美院的老师问他看得懂吗，他说：

“我不会才看哩。”凭着较强的记忆力，他
把看到的画法和所画的人物记在脑子
里，回家就画出了与美院学生几乎一样
的人物画。山里人修庙，请他去塑弥勒
佛像，他塑的弥勒佛雍容大气，笑容可
掬，人见人爱。他把从地里挖出的树根
扛回家，顺势加工就雕出了孙悟空、猪八
戒、唐僧等人物，都活灵活现。他做的根
雕作品大都送了朋友，有人说他一天耽
误时间，他说只要高兴就好，他高兴做，
大家高兴要，这不就是乐趣。

2018 年，村里来了个姓苏的画家，
画的领袖人物像生动逼真，让周富民大
为震惊，他就拜苏老师为师学习画画。
他喜欢画年画，苏老师就教他画年画的
技法。为了节约纸张，他用壁纸边角料
画画。为了节省费用，周富民用水彩画
画。通过实践，他更喜欢广告色，色艳，
经济实惠，并且适宜年画的色彩。儿孙
知道了，就给他买来好墨汁和宣纸，周富
民却舍不得用，只有朋友求画了他才用
好点的宣纸和墨汁。

周富民画画渐渐有了名气，受到了商
洛著名画家的关注，葛伟、牛新平等老师
给他指导怎样用墨，怎样点、染、勾、抹，在
细节上着力，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周富民
的画画技艺不断精进。他的画色彩艳丽、
笔法细致简约、布局大气开阔、气氛热烈
祥和，深受大家喜爱，多次被推荐参加市、
县区的书画展，还被多家民间艺术家协会
收藏。但他的画只要群众喜欢他就送，他
说，画画使他身体好、精神好。

国家一级美术师、画家牛新平说：
“周老年逾古稀还学习画画难能可贵，他
的画多是民俗画，像五谷丰登、喜鹊登梅
等，群众很喜欢。他画画自己也高兴，心
情好、身体好，老有所乐。”

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先河，同时
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生活、信仰和风俗的
反映。每逢过年，老百姓都喜欢买几张
年画贴在家里，贴在大门上。红红绿绿、
色彩鲜艳的年画为新年营造了欢乐热闹
的气氛。有了这些象征吉祥富贵、寄托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期盼的年画，我们的
年才更有意义和味道。这也正是周富民
喜欢画年画的原因。

周 富 民 说 ：“ 我 喜 欢 画 连 年 有 鱼
（余）、麻姑献寿、松鹤延年，这些内容反
映了传统民俗，也寄寓着人们对风调雨
顺、连年有余的期盼。我画得还不够好，
还要多向方家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哩！”

藏在年画里的幸福藏在年画里的幸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书章贾书章

春节期间春节期间，，群艺社在三要镇北司村参加演出群艺社在三要镇北司村参加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