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后麒麟舞重出江湖
“咚-咚-呛，咚-咚-呛……”正月十五上

午，一阵清脆的锣鼓声，震响了整个庵陈村。
好奇的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前来看稀罕，原来
是村里几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在耍“玩意
儿”。大多数年轻人看不懂，也不知道他们舞
的是什么，但年龄大的村民都知道老人们舞的
是已20多年未见的麒麟舞。

庵陈村麒麟舞“重出江湖”的消息一经传
出，立刻引起了周围村庄居民的关注，油坊王
村、打车李村、段村等附近村庄的村民纷纷赶
来观看。

演出现场，在76岁陈石山等人的锣鼓声和
众人的喝彩声中，82岁的陈文照和 78岁的陈
丙辰分别舞动麒麟头和麒麟尾，时而腾空而
起，时而匍匐在地，舞姿十分优美。演到兴致
处，老人舞动麒麟上到1.5米见方的铁桌子上，
突然从麒麟口中吐出红色条幅。表演激起村
民阵阵掌声和一片叫好声。

老年人有心再现传统文化
“祖上传下来的麒麟舞行头大多散失了，

现在仅剩的几面铜锣、铜铙少说也有百十年历
史，但大多已经不能配套使用了，在市面上买
到的乐器也配不上套，两面直径 1米多的大鼓
等乐器也都是去年新配的。”村支书陈彦杰说，
陈文照、陈丙辰和陈石山等几名老人还根据自
己早年的记忆，用被子、床单、布条、纸板、尼龙
绳、油漆等花费几个月时间制作了现在使用的
麒麟行头。

记者看到，老人们多方努力制作的麒麟上
面已出现了裂纹。陈丙辰老人说，他印象当中
的麒麟是用布、桐油、油漆等制作的，结实耐
用，由于他们为了图便宜，没有用桐油，才出现
了这样的情况。“关键是没有钱，要是有钱了，
肯定能恢复得和原来差不多。”陈丙辰说，他希

望“复原”传统麒麟舞的原貌，更希望有年轻
人能继承古老的麒麟舞，再现麒麟舞当年鼎
盛时期的风采。

年轻人兴趣不大，麒麟舞濒临失传
由于麒麟舞独特的风格，多年前常接受邀

请外出演出。“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村里还有
一二十个老人会麒麟舞，他们每逢正月初一、
初五、十五、十六就会到县城演出，每次都吸引
很多人前去参观，特别是两个人站在 1丈多高
的桥上舞动麒麟腾挪跳跃，动作惊险，扣人心
弦，更是观众观看的极致所在。”庵陈村村支书
陈彦杰说。

据陈丙辰讲，麒麟舞在他们村已有二三百
年历史，但究竟是从何而来，他也说不清楚。
他 20来岁的时候，就跟村里的长辈学习麒麟
舞，之后每年都参加村里的演出，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曾停演，1982年又开始演出，但大家的
积极性都不高，后来就又停了下来。随着时间
的推移，年轻人都忙于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兴
趣学习麒麟舞，庵陈村会麒麟舞的人越来越少
了，且都是上了岁数的村民。麒麟舞行头笨
重，约有 30公斤，舞动时动作难度大、活动量
大，非常消耗体力，老年人舞动几分钟就会气
喘吁吁。

今年春节前，庵陈村的几名老人拿出新制
作的行头，在大街上演习麒麟舞，吸引了不少
人，但真正愿意学麒麟舞的并不多，准备将麒
麟舞当成事业干的根本没有。起初，几名年轻
人表示想学，但他们学了一段时间后又外出打
工了。“麒麟舞技巧繁多，一些要领很难掌握，
啥事不干也得一年时间学习，否则根本入不了
门。”陈丙辰说。

目前，庵陈村已向县文化馆提出准备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使麒麟舞得到较好的挖
掘、抢救和保护。 线索提供 郑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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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服务员捡到8万元
月薪800元的他一点没动心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李建文 张志

本报讯 16日晚，荥阳市工业路一家饭
店的服务员周红伟在收拾残桌时，一脚踢到
一个包，他捡起来立马交到饭店总台。老板、
大堂经理一清查，包里面竟有 8万元现金和
45万元的存折，还有一些证件。

田先生是荥阳的一位个体老板，2月 16
日晚，他请几位员工在荥阳工业路一家饭店
吃饭。21时许吃过饭，他开车把几位喝高的
员工送回家。快忙完时他突然想起什么，连
忙问一位还在车上的员工：“我的包呢？”他和
员工把车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

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一再埋怨自己：
“怎么这么粗心呢，里面可有 8万元现金、45
万元的存折，还有一些证件。8万元钱可是
刚要回来的货款，这可怎么向老婆交代呀？”

镇定下来之后，他想起吃饭前曾把包放
在饭店餐桌的下面。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给饭店打了电话，大堂经理告诉他：“你
过来吧，包好好的，我们3个人在看着呢。”

田先生急忙赶到饭店，饭店向他询问了
一些情况，证实了他的身份后，将包交还给了
他。他清查了一下，8万元和包里的物品一
样也没有少，这让他非常感动。

据了解，周红伟月工资只有800元，8万元
可是他数年的工资，可他硬是没动心。他说：

“我啥也没想，就想着失主一定很着急。”饭店
老板也显得很淡然，对记者说：“发生这样的事
并不意外，我们经常要求员工拾金不昧。”

中牟本月要为600名农
民工外地找“婆家”

政府提供小额贷款支持农民工创业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龚一鸣

本报讯 中牟县计划在2月份向外输出
农民工至少 600多人，前日，中牟县将 138名
农民工送到禹州电厂、省保安协会等单位。
据了解，2月底前，中牟还将举行两场专场招
聘会，农民工可到现场去找“婆家”。

“去年和前年，我一直在深圳一家外贸企
业当保安，由于去年的经济危机，厂子停产
了，我们看大门的也放起了长假。我到郑州
的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找工作，但找了几个
单位感觉都不太合适。”中牟县农民老赵正在
家里发愁时，当地政府通知他说郑州有个工
作挺适合他。经过一番努力，老赵在省保安
公司找到了新工作。

新年过后，当地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帮助
像老赵这样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前日，中
牟向禹州电厂、省保安协会、郑州太可思公
司、郑州玛纳公司输送了 138名农民工。此
前，中牟县已向上海雅鹿、开开集团输送农民
工 400人。本月 28日，中牟县还将组织 100
余名农民工赴苏州、上海等地务工。2月底
前，中牟县将召开两场专场招聘会。

据了解，中牟在各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
设立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服务窗口，并开展

“送岗位下乡”等活动，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
业的扶持力度，免费为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
提供创业培训、项目信息、开业指导、小额贷
款、政策咨询等服务。加大创业信贷支持力
度，提供小额贷款，使返乡农民工与城镇创业
人员一样享受优惠政策，解决创业资金难题。

□晚报记者 熊堰秋

本报讯 昨天，新密市白寨镇周家寨村彭
岗村民组一个普通农家，俨然成了“新闻发布
中心”，先后有来自郑州的三拨记者赶到刘占
卫家，采访他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入不了户口
的难题。

刚出生的宝宝入不了户口
昨天上午，在刘占卫家的院子里，他把妻

子的户口本、身份证以及白寨卫生院出具的儿
子的医学出生证明摆了一桌子。刘占卫说，儿
子出生于 2009年 1月 10日，一拿到儿子的出
生证明，他就立即赶到白寨镇派出所，要为儿
子办理新生儿入户手续。不料派出所办户口
的工作人员说：“有这些证件还不行，你得到女
方户口所在地，让他们出具未入户证明，这边
才能给你办入户。”

“孩子他娘名叫嘎巴，户口在西藏自治区
丁青县丁青镇热昌村，离郑州有几千里地。”刘
占卫说，当时他一听就蒙了，赶紧让妻子与娘家
所在地的派出所联系，结果那边的派出所民警
听完情况后，认为根本没这个必要。只要孩子
在白寨镇卫生院出生，拿着卫生院出具的出生
证明就可入户，因为医学出生证明上面带有附
页，那是专门供入户的派出所撕下留存的，只要
出生证上的附页完整，就可证明孩子还未入户。

刘占卫给对方解释说，出具未入户证明是
白寨派出所要求的。结果对方说，如果想让出
具未入户证明也行，得把孩子抱到所里来，工
作人员亲眼看到孩子，才能出这个证明。

“这一下可把俺难住了，当时孩子出生还
没满月，让俺带着他们娘俩在郑州和西藏两地
奔波，这不是要命吗？”刘占卫无奈，向郑州的
多家新闻媒体反映了此事。他抖动着手中完
整无缺的医学出生证明说，附页都在上面没撕

下来，还不能证明俺孩子没入户吗？
据了解，刘占卫和妻子还有一个亲生女

儿，现在已经 9岁了，当时没来得及送到卫生
院，就生到了家里。结果就因没有医学出生证
明，至今还是个黑户。一家两个孩子都是黑
户，这让刘占卫两口子很烦心。

派出所解释是工作人员不懂政策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了白寨派出所的办证

大厅，办证人员向所领导请示后答复说，由于户
籍民警不在，当时办证的工作人员不太懂政
策，所以才有了不予入户的答复。从刘占卫提
供的证件来看，完全可以为新生儿办理入户。

当着记者的面，工作人员不到10分钟就办
好了刘占卫新生儿的入户手续，刘占卫激动地
说：“这下好了，家里少了一个黑户，俺和他娘
晚上也能睡着觉了。”随后，他又犯了愁：“俺妞
的户口啥时间能办呢？” 线索提供 高女士

爸爸是新密人，妈妈是西藏人

新生儿入户先到西藏办手续？

中牟麒麟舞停演20年后“重出江湖”
表演的都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有二三百年历史的麒麟舞濒临失传

中牟县黄店乡庵陈村的麒麟舞，至
今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上个世纪到县
城各地演出曾是庵陈村人的骄傲。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庵陈村会表演麒
麟舞的人越来越少，学习麒麟舞的年轻
人更是凤毛麟角。今年春节过后，村里
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再次制作了麒
麟舞行头，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激发”
年轻人的学习兴趣，继承传统文化，但
收效不大。目前，庵陈村村委会已向中
牟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将麒麟舞申
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龚一鸣 文/图

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瑞兽，雄性称
麒，雌性称麟，形状为麋身、牛尾、马蹄、鱼
鳞皮、有角、黄色，是太平、吉祥的象征。

麒麟舞是一种稀有的传统舞蹈，在
古代曾兴盛一时，具有珍贵的民间舞蹈史
研究价值。各地专家对麒麟舞的起源说
法不一：一种说法是麒麟舞源于春秋战国
时期，曾流传在我省豫东地区，深受广大
群众喜爱；还有的说麒麟舞原本是皇宫
中的表演艺术，称之为“麒麟圣舞”，在皇
家各类庆典中演出，传说明朝灭亡后，皇
宫艺术家将麒麟舞绝技带回家乡，而得
以在民间代代相承、流传至今。

“麒麟舞的表演和舞龙、舞狮的花样
不同，整个舞蹈分为出门、地摊、上桌、上
桥等几个环节，表演技巧有扑三扑、头上
尾不上、上头不上尾、上尾不上头、剪子
股、挠痒、麒麟下蛋和甩钩子、单甩双甩
等。”陈丙辰说，麒麟舞是中牟县民间喜闻
乐见的传统舞蹈，主要表达农民辛勤劳
动后丰收和祈福未来的心情，庵陈村的
麒麟舞演出历史至今已有二三百年。

风格独特的中牟麒麟舞

县市有新闻 这样联系我们
巩义市 周炜卿15824823666
登封市 袁建龙13838003513
新密市 熊堰秋13598839890
新郑市 王军方65306568
荥阳、上街 姚辉常13838143050
中牟县 龚一鸣13503818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