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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1954
年，何中奇出生在嵩山脚下登封县城
一个普通家庭，不到 1岁就没了娘。
开小饭馆儿的父亲，一人拉扯着他和
姊妹们，极为不易。其父爱听戏，家又
离县剧团近，爷俩经常往戏场跑，少年
时何中奇被熏染得浑身戏味儿，不知
不觉戏曲就扎在了心底。

1968年，登封县所有中小学停课。
年仅15岁的何中奇当上了民兵排长。

1969年冬，他作为生产队抽出的唯
一人选，参加焦枝铁路大会战，依然是

宣传队成员，白天参加施工，晚上演出，
为工程队鼓劲；1971年，他以文艺特长
被特招为国营企业登封县采矿厂工人
并担任宣传队队长；1976年，又被聘为
巩县、登封两县联办高中的音乐教师。
带领学生三个月排出学生版《朝阳沟》
全场，参加县里汇演，一举夺得第一名。

随着年龄的增大，何中奇接触的文
艺圈子越来越大，并先后拜在郑州市豫剧
团首席板胡马老三的高足谢宏斌和板胡
名家陈金良门下，经过刻苦努力，很快跻
身登封四大板胡的行列，也成为老师。

君召乡举行童心向党
庆六一歌咏比赛

本报讯 5月 28日，君召乡举行了
“唱响核心价值观 童心共筑中国梦”童
心向党庆六一歌咏比赛，用主旋律、正能
量引导少先队员健康成长。一首歌一段
历史，一首歌一份深情。活动的开展展
现了君召学子的风采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充分激发了君召学子实现民族复
兴的远大志向，潜移默化地增进了广大
青少年心向党、跟党走的情感信念。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登封市“我们的家园”
诗歌朗诵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 5月 19日晚，登封市“我们
的家园”诗歌朗诵会在中岳文化产业园
成功举办。本次朗诵会是 2019年登封
市第二期华语诗歌朗诵会，张国昌等登
封诗人的诗歌原创凸显了嵩山诗歌的地
域性。崔燕方、郭沛、孙淑丽等登封市30
余名诗人、朗诵者以诗会友，用诗歌丰盈
文化登封内涵。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传承红色基因教育
弘扬民族爱国精神

本报讯 5月 25日，东十里铺小学
开展“童心向党”红色歌曲比赛。比赛在
六年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
曲中拉开帷幕。整个过程精彩纷呈，争
“红”斗艳，更是在五年级《中国人》的歌
声中达到高潮。最后活动在全场高歌
《我和我的祖国》中圆满结束。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登封市阳城区
童心向党 共筑梦想

本报讯 5月24日上午，阳城区中心
小学和阳城初中的全体师生，在阳城区
中心小学载歌载舞，共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 70华诞。《放飞梦想》等 18个节
目，以“歌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童心
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旋律，展现了全体师
生的精神风采，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陶
冶了师生的艺术情操。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通讯员 王向涛

翰墨飘香满校园
书法比赛引成长

本报讯 5月24日，石道乡第四小学
开展“翰墨飘香”书法比赛初赛活动。

此次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书法
兴趣和爱好，同时也提高了大家的审美
意识。有力地促进了同学们规范书写，
对大家更好地发挥特长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书院河路小学
进行社团展示汇报

本报讯 5月29日，登封市书院河路
小学进行社团展示汇报，管乐社团、轮滑
社团、足球社团、舞蹈社团、合唱社团等
的孩子们精神振奋，展示着该校的素质
教育成果，向学校、祖国进行汇报自己努
力学习、探索前进的优秀成果。此次展
示，得到了师生及家长的广泛好评。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文艺嵩岳

李白、杜甫、白居易、武则天、景日珍、杨兰春等，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
用文字和艺术构筑起嵩山及华夏辉煌悠久的文明。

如今的嵩山，又聚集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人”，构筑了嵩山文化的风骨……
为此，《郑州晚报·登封时报》联合登封市文联共同开设“文艺嵩岳”专栏，

关注、支持、研究、宣传嵩山文化现象，将“大师”们的生活、创作的片段以及他
们对未来文化艺术的憧憬、发现一一记录。

本期讲述登封市曲艺家协会主席何中奇的艺术之旅。

戏比天还大 无私天地宽
——记登封市曲艺家协会主席何中奇

“无论舞台有多大，无论环境好坏，无论观众多少，也要将戏永远地
演下去！”登封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现年65岁的何中奇意气风发，话里
话外，是对曲艺的无限热爱。

他曾历经磨难，却初心不改，在商海里搏击的同时，也书写着精彩
的艺术人生……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文/图

何中奇创建登封县青年豫剧团（30
多年后登上《中国豫剧大辞典》），很快就
唱出登封、唱出河南。青年豫剧团一路
演出、一路好评、一路壮大，过黄河进山
西时，剧团已扩军一倍多，达到 90多人。
演出越轰动，剧团也就越忙。其中最忙
的还是团长、导演、主弦、主演一肩挑的
何中奇。《假婿乘龙》里，他演的胡知府诙
谐幽默，登台一亮相，立刻就笑翻全场；
《屠夫状元》里，他演的主人公胡山憨直
可爱、亦庄亦谐，引得全场一片嗨……

后来，团里的几根“台柱子”被陕县
等专业豫剧团挖走。为了演员的前程，

他只能忍痛割爱——尽管，这割爱的代
价就是1983年的剧团解散。

剧团解散后，何中奇开始经商。他
始终不忘初心：赚了钱，重建自己的舞台
和戏曲王国。1984年，他办无尘粉笔厂；
1987年，成立登封县物资供销处，后改为
登封县化轻工业公司。他开始重圆自己
戏曲艺术梦；宣化镇开发白沙湖旅游景
区，他主动联络省里的戏剧名家，一起助
阵演出；登封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他又自
觉组织过去舞台上的子弟兵，排演戏曲
节目，进行宣传……

1998年，南方发生洪灾，当时他正病

倒在医院，听说奔赴南方抗洪救灾的驻
登部队凯旋后，他立即偷出病房，组织戏
曲爱好者，编排节目，慰问抗洪归来的英
雄子弟兵们。慰问结束，又被演员们抬
回医院接着治疗。

2005年，他获教育部优秀辅导教师
荣誉称号。

2018年首届少儿曲艺牡丹奖大赛和
第五届曲艺牡丹奖大赛上，登封曲协推
荐选送的相声“马大哈”和河南坠子“包
公赔情”河洛大鼓（歌唱十九大）均获牡
丹提名奖，其中河洛大鼓（十九大颂歌）
获牡丹表演奖。

童年影响他一生：执着于艺术的“多面手”

砥砺坚强意志 始终不忘初心

本报讯 5月 19日，“河南省第二届
木雕行业传承与创新论坛暨首届嵩山木
雕艺术作品大展”学术筹备会在登封市
召开。来自郑州、南阳、新乡、漯河、平顶
山等地的木雕艺术家，考察了中岳庙殿
堂建筑木雕艺术、嵩山木雕艺术研究所
和社区培训情况。

在“河南省第二届木雕行业传承与
创新论坛学术筹备会”上，会议听取了嵩
山木雕艺术研究所法人代表王振北“关
于嵩山木雕目前状况与发展”专题汇报
等。此次会议，对保障“河南省第二届木
雕行业传承与创新论坛暨首届嵩山木雕
艺术作品大展”10月 3日~4日如期顺利
召开，对河南木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对
捍卫民族传统文化，起着指导性、规范性
和前瞻性作用。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文/图

河南省第二届木雕行业
传承与创新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