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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河洛

本报记者 赵志伟

羊年春节前夕，2015年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在湖北卫视2000平方米的演播大厅录制完毕。从全
国1.2万个社区报送的1.5万个节目中遴选出的15个节目，登上了全国社区网络春晚的舞台。其
中，就包括来自我市涧西区重庆路办事处二社区的情景剧《邻里歌》。农历乙未年大年初一19时30
分，这台社区网络春晚，将准时通过互联网传遍祖国大江南北，届时，您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来自
咱洛阳社区的浓浓邻里情。

这是一个近百人的“大家庭”。他们中有
退休高级工程师、中小学校长，还有当年和焦
裕禄一起研制过国产首台提升机的老干部，
每周他们都要集中活动一两次，唱红歌。

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涧西区颇有名气
的重庆路二社区合唱艺术团。

“我们这个团，成员年龄最大的80岁。大伙
儿能聚到一起，一是缘分，二是对唱歌发自内心
的热爱。”接受记者采访时，操着大连口音的合唱
团团长、年过七旬的王增顺自豪地说。

合唱艺术团成立之初，成员大多不懂乐
理知识。团里的魏庆智会拉小提琴，他自告奋
勇为老同志们开起了视唱练耳班，普及乐理

知识，训练发音能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寒来暑往，合唱团成员的

演唱水平迅速提升，合唱团渐渐有了知名度。
“像我这么大岁数，能有这么好的精神，

唱歌功不可没！”夏惜芳笑着说。王增顺抢过
话题：“我们天天记乐谱、背歌词，增强了记忆
力，预防老年痴呆。”

徐魁礼老人今年80岁，曾和焦裕禄在洛
矿一金工车间共事多年。老人自打参加了合
唱团，逢人便说：“在那里，我忘记了年龄，忘
记了病痛，忘记了烦恼。”

在自娱自乐的过程中，合唱团唱出了健
康，也唱出了和谐。

“楼房越建越高，居民越来越密集，手机
电脑越来越普及，邻里间的交往却越来越少
了……”变得陌生的邻里关系，在重庆路二社
区也不例外。

大家关起门来过日子，彼此没有任何“交
情”，邻里之间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
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

和谐的邻里关系，是社区稳定的基础。
为使居民和睦相处，二社区想了很多好点子，
从2006年起，在社区调委会的建议下，他们
决定每年举办一届“邻里节”，目的很单纯：
一来可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二来让街坊
邻居们都相互认识认识，培养感情，促进邻
里和谐。

得知社区筹办“邻里节”，合唱团主动请缨，
决定策划一个节目，倡导邻里互助共建和谐。

王增顺说，在重庆路办事处的大力支持

下，合唱团全体成员共同创作了首届“邻里
节”的主题曲——《邻里歌》。这首朗朗上口
的歌曲唱到：“门对门我们住在一起，楼挨楼
我们都是邻居。窗连窗我们胜过亲戚，邻里
守望互帮是情理。团结和睦有情谊，情暖万
家传佳语。共建文明新社区呀，这是一条真
理……”

重庆路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
着“邻里节”越办越有影响，不断改编、完善的

《邻里歌》也越唱越火，成了社区合唱团的主
打歌。

近十年来，在“邻里节”的带动下，二社区
营造出了以“邻里学、邻里帮、邻里和、邻里
乐、邻里颂、邻里情”为支撑的浓厚“与邻为
德”邻里氛围。2012年1月6日，中央电视台

《文明中国》摄制组还专程来社区录制并宣传
了“邻里节”。

“邻里节”·《邻里歌》

今年年初，全国社区网络春晚组委会和社
区志愿服务全国联络总站在全国发出“好日
子·新风尚”2015第四届全国社区网络春晚节
目征集令，组委会在来自全国的1.5万个报送
节目中一眼相中重庆路二社区的情景剧《邻里
歌》。

王增顺说，这个情景剧，是单曲《邻里歌》
的“升级版”，由合唱团自创自编自演，“我们
12名合唱团成员边唱边演，在舞台上展现了6
个门对门的家庭尊老爱老、友好互助、和谐相
处的浓浓邻里情”。

2月6日上午，武汉，湖北卫视2000平方
米的演播大厅内座无虚席。当天，第四届全国

社区网络春晚正式开始录制。红灯高挂、流光
溢彩的大舞台上，内蒙古、贵州、新疆、上海等
地社区的节目依次亮相。

夏惜芳说，《邻里歌》演出时，舞台上安排
了6个惟妙惟肖的居民楼窗户道具，“6扇窗就
是6个家庭，在《邻里歌》的优美旋律中，我们
这6个家庭演绎了邻里互助的故事”。

节目结束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时，主持人走上舞台，他们请洛阳的演员们
留步，要进行一个现场采访。主持人的采访对
象是今年80岁的徐魁礼老人。身板硬朗的徐
老接过话筒，嗓音洪亮地说：“大家好，我们来
自洛阳的重庆路二社区，我年轻的时候曾经与
焦裕禄一起工作过，我感觉这几年好风气又回
来了，焦裕禄精神又回来了，我还要再活 20
年！”话音刚落，舞台下立刻响起经久不息的掌
声。

整个晚会，这是唯一的采访，就是这个采
访，把晚会的气氛推上了高潮，也让《邻里歌》
成为最大亮点，令徐魁礼成为整台晚会最大的

“明星”。
王增顺说，节目录制结束后，全国各地的

社区演员争抢着和徐老合影，随着苏州一个社
区来武汉的《姑苏晚报》记者还专门采访了洛
阳的老人们。

洛阳的“邻里歌”情动全国“网络春晚”。
“门对门我们住在一起，楼挨楼我们都是邻
居……”这首旋律优美的《邻里歌》一时成为
录制现场传唱度最高的歌曲。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将于农历乙未年大年
初一19时30分通过网络首播，大年初三在湖
北卫视重播，您可不要错过咱洛阳社区的《邻
里歌》。

《邻里歌》登上第四届全国社区网络春晚

涧西区重庆路办事处二社区，
是中国工业文化遗产名街区。在这
个社区，96 栋居民楼里常住 3900
余户1.3万多人；在这个社区，居住
着几代洛矿（今中信重工公司）建设
者，岁月交替，时代变迁，他们与一
栋栋苏式老建筑，一同走过半个多
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个社区，也是一
个“红色社区”，国家“一五”计划期
间，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焦裕禄同志就曾居住在这里，之后，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
志，也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如今，这个社区又要出名了。
在 2015 年第四届全国社区网络春
晚节目征集活动中，由重庆路二社
区报送的情景剧《邻里歌》，从全国
1.2 万个社区报送的 1.5 万个节目
中脱颖而出，成功登上全国社区网
络春晚的大舞台。

《邻里歌》的 12 位演员都是社
区普通居民，他们同时也是社区合
唱艺术团的成员。洛阳的一曲“邻
里歌”，何以能够情动全国“网络春
晚”？近日，记者采访了刚刚从武汉
节目录制现场回洛的重庆路二社区
合唱艺术团成员王增顺、徐魁礼和
夏惜芳。

在洛宁县，从老百姓的庄稼
小院到大酒店的豪华宴席，只要
来了客人，当地人都会上一道豫
西名吃——洛宁蒸肉。这道名吃
由来已久，食之香而不腻，回味
无穷，既是节日盛馔，也是待客
佳品。那粉条蒸好之后一根是
一根，利利索索不粘不连，当地
的老百姓说，别看这道菜的主
要食材是粉条，肉不多，吃起来
比肉还香呢。

穷吃细讲究

提起这道菜的来历，洛宁人
如数家珍。传说宋代洛宁有个朱
姓县官，此人贪污受贿，致使民不
聊生，老百姓对他忍无可忍又无
可奈何。衙门外一个饭馆的厨师
为讽刺县官，想出一种吃食叫“绳
绑捆猪吃”，“猪”即暗讽“朱”的意
思。他把猪肉切成片，剁成末，用
薄面皮包住后缠上粉条，粉条即
绳子，意为把“朱”绳捆索绑，剁成
肉酱。

此消息传出后，老百姓人人
都想去啃几口“朱”，解解心中怨
气。一传十，十传百，这家餐馆生
意很是兴隆。谁知有一天，朱县官
也来吃“绳绑捆猪吃”，饭馆师傅
忙抓一把面撒在上面，盖上笼蒸。
因为味香扑鼻，县官就问笼中是
什么吃食，师傅说是蒸肉，馋得县
官大叫：“快快，把笼揭开，让老爷
吃点蒸肉！”大半篦子蒸肉被他吃
光。后来，他听说厨师做这道菜的
目的，气死在衙门里。

不过也有人说蒸肉来自“蒸
菜”。最初，在灾荒不断、战乱频

发的年代，人们为了填饱肚子，
把一点点谷物磨成粉，弄点野菜
拌成菜糊蒸着吃，可以说是穷吃
细讲究。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
慢慢加入少量肉末，就演变成蒸
肉了。

蒸肉这样做

老雒阳面馆的厨师介绍，制
作洛宁蒸肉并不难。先准备生带
皮五花肉 500 克、湿红薯粉条
500 克、熟黄面 150 克、白面 10
克、葱段100克、姜片10克，调料
为：甜面酱 10 克、老抽 5 克、盐 3
克、味精5克、鸡精4克、十三香5
克、料酒 10 克、葱油 30 克。把切
好的五花肉片放入盆中，加入生
抽、老抽、盐、味精、十三香、适量
大葱段、甜面酱、料酒等，下入黄
面拌匀，再把湿粉条放入盆中，
加老抽、葱油、黄面拌均匀，然后
把拌好的五花肉铺在粉条上放
入笼篦，大火蒸 50 分钟，出笼拌
匀装入竹笼内蒸10分钟，在笼内
保温即可。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史有君

洛宁蒸肉：
穷吃细讲究 回味也无穷

（资料图片）

走进民办博物馆系列报道

洛阳汉林古代珍藏博物馆：

瓷器木雕精品见证灿烂文化

三大板块展现洛阳瓷器、
木雕等工艺发展水平

■洒黄釉人首胡瓶
该瓶是在我市出土的唐代瓷器，是

胡人用来盛放酒和水的。瓶外形保持胡
人特有的风格，但瓶后面手提的部分是
唐代侍女造型，这就是典型的中西合璧
风格。

■蓝釉罐
该藏品通体呈蓝色，这在现在出土

的唐代瓷器中非常少见。唐代瓷器艺术
逐渐形成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和以越
窑为代表的青瓷两大系统，因此有“南
青北白”之称。蓝釉是隋唐时期由伊
斯 兰 国 家 传 入 我 国 的 ，由 于 数 量 稀
少，仅皇室及权贵人士才能拥有。蓝
釉罐的出土，正说明了当时洛阳与“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密切来往，也说明
洛阳在“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
要地位。

■明代木雕
这组木雕长10余米，以飞龙戏珠为

主图案，龙的造型具有明显的明代特征。
据介绍，明代龙爪大多并列而不像清代
龙爪团状张开。同时，该龙为四爪龙，按
照明代“五爪天子，四爪诸侯，三爪大夫”
的住宅形制，专家推定，该组木雕属于明
代一品官员府宅木雕。

洛阳汉林古代珍藏博物馆地址：洛
阳市洛龙区学府街与关林路交会处往南
200米洛一高新校区图书馆3楼

开馆时间：9:00—18:00（免费开放）
公交线路：31 路、38 路、72 路、95

路、96路

镇馆之宝

之十八

洛阳浓缩着中国历史许
多精华。各个朝代瓷器烧制技
术和特点如何演变？洛阳出土
的唐代瓷器在哪些细节上展
示了“丝绸之路”中西方文化
交流符号？这些问题的答案，
记者在洛阳汉林古代珍藏博
物馆里一一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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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东慧 文/图

该博物馆馆长王东武介绍，2014 年5 月，洛阳汉
林古代珍藏博物馆正式开馆，占地近千平方米，目前
正在着手扩大展出面积，预计春节过后将使展出面积
扩大至1500平方米，日常展出1200余套藏品。

该博物馆的藏品主要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
是古代名瓷。藏品品种齐全，包含白瓷系的巩县窑、
定窑、邢窑，青瓷系的钧窑、龙泉窑、耀州窑、长沙窑
等；器型多样，有盘、执壶、水注、笔洗、碗、瓶、罐、人物
佣、盏托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器型。第二板块是青铜
器及古钱币。青铜器包括器皿、兵器和装饰等，其中
一件洛阳出土的战国时酒器，至今还盛有 2000 多年
前的酒；近千枚古钱币几乎囊括了所有时期的币种。
第三板块是明清木雕及屏风。

“通过参观，广大游客可以欣赏到不同种类、不同
造型、纹饰多样的精美艺术品，感受到寓意深刻、影响
深远的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
化。”王东武说，该馆被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
公室列为对外交流重点基地，自去年5月开馆以来，已
经陆续接待来自美国、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
10余批访问学者。

洒黄釉人首胡瓶

蓝釉罐 明代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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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社区合唱团：唱出健康 唱响和谐

洛阳“邻里歌”
情动全国社区网络春晚情动全国社区网络春晚

80岁的徐魁礼老人（前）排练起来一丝不苟
潘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