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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1日上午，由中
牟县乒乓协会主办的“2021中牟
五一节乒乓球邀请赛”在中牟县
志东乒乓球俱乐部如火如荼进行
着。据了解，本次比赛是来自河
南省的 16支专业乒乓球团队共
64人参加的团体争霸赛，整个赛
场分为 4组同时进行。来自不同
代表队的队员势均力敌，使比赛
变得更加精彩。

别看乒乓球又小又轻，但在

比赛中的威力可不小，推挡之中
方见真功。选手各种动作真假难
辨，灌的“迷魂汤”让对方不知所
措。直拍、横拍、旋转球、弧线球，
直看得观众“好球”的赞叹声不绝
于耳，比赛过程高潮迭起，选手们
一个个精彩的防守或绝杀都引起
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该赛事负责人李宁说：“这次
乒乓球精英邀请赛，参赛的队员
水平是中牟县历届乒乓球赛事中

最高的。大家可以更好地切磋球
艺，提升球技，互相学习。”

乒乓球运动是一项老少皆
宜的运动，现场观看比赛的球友
中年龄最大的 84岁，满头银发，
最小的也就4岁左右，稚气未脱。
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汗如雨，积极
拼搏，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
体育精神得到了大家热烈的
掌声。

“我原来视力不太好，通过打

乒乓球 3年时间，现在视力好了
许多，看东西眼睛可清亮了。家
人也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64
岁的乒乓球爱好者张培林一边观
看球赛一边兴奋地说，“接触很多
球友后，让以前不爱说话的我也
变得健谈了，我越来越喜爱这个
运动了。”

经过将近 9个小时的激烈角
逐，最后中牟乒协勇夺团体冠
军。比赛在和谐愉快的氛围中落

下帷幕。
乒乓旋飞“五一”节，中牟常

涌健身潮。中牟县乒乓球协会会
长王永利说：“本次比赛让中牟的
球友们不出家门就欣赏到了河南
省高水平比赛的精彩，也带动了
中牟县全民健身，更是推动中牟
乒乓球事业更快更好发展的一个
契机。”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梁姗

“村宝”亮绝活

黄店镇
“文化进社区进基层”受捧

近日，几段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河南坠子《建党百年看中国》《永远跟党走》在中
原大地“火”了起来，中牟县黄店镇祥符营村57岁的民间艺人高秀菊用群众喜闻乐
见、通俗易懂的唱词，将一个个身边所见所闻的故事娓娓道来，向十里八村的群众宣
讲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的新变化。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徐少杰 梁姗 通讯员 郝世杰 文/图

说起高秀菊，可以说是名
声在外，17岁在娘家尉氏县学
习河南坠子，至今从艺已 40
年，省外西安、北京、天津，省内
商丘、许昌、周口、平顶山等地
都留下了她从艺的足迹，同时
抖音、直播一起发力，吸粉无
数，十足的“网红”范儿。一个

月前，受家乡黄店镇的邀约，她
毅然决定留在家乡。

入夏的夜，清风习习。黄
店镇前杜村劳作了一天的乡亲
们不约而同来到村文化广场。
坠胡一响，简板齐鸣，高秀菊
便唱将起来，抑扬顿挫，饱含
深情，闻者动容。“现在干这

一行的少了，我们那一代人多
数已经将近 20年没有听过河
南坠子了，猛一听，有种新鲜
感，老百姓都很喜欢。从改革
开放到现在，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党领导得真
好。”年近六旬的村民李大哥
感触很深。

“网红”高秀菊 唱功不一般

“河南坠子 2006年已经列
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从
心里来说，我就是有一股子劲，
要把原来老传统的宝贝拾起
来，发扬光大，唱了近40年，越
唱越快乐。原汁原味的乡土艺
术特别是河南坠子已经很少

了，我这一辈子的理想就是能
把河南坠子唱进民心，把党的
恩情唱到百姓的心坎上，把它
发扬出去。”高秀菊信心满满。

据了解，近年来，黄店镇积
极开展文化服务乡村行·寻找
“村宝”展演活动，众多乡村文

艺骨干纷纷“亮宝”，河南坠子
非遗传承人高秀菊赫然在列。
展演既有非遗项目传统音乐类
唢呐、曲艺类河南坠子，又有舞
狮、舞龙、扇子舞、戏曲等富有
乡土气息的节目，吸引众多群
众前来观看。

把党的恩情唱到百姓心坎上

自寻找“村宝”活动开展以
来，黄店镇始终把此活动作为创
新基层文化的基础工程来抓，深
入基层挖掘传承，创新乡村文化

载体，丰富基层文化活动。培育
了一群能够扎根乡村、在乡村文
化振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
“村宝”，组建了一批基层群众文

化志愿者队伍，大力倡导文化进
校园、进社区、进基层活动，为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作出积极的贡献。

把“村宝”当做文化基础工程来抓

中牟“红薯大王”杨现增
唱响新农民“乡村振兴曲”

“我们村近百亩地的红薯栽种
面积，都是来老杨这里剪苗，他育
的红薯苗质量好，成活率高，产的
红薯也比别的地方甜，卖的价钱比
市面上贵一倍还多，就这还供不应
求，顾客们吃一回就都成回头客
了，都是主动打电话让俺给他们
送。我家去年种三亩多红薯，收入
了一两万块钱呢。”来自中牟县郑
庵镇前杨村 39岁的杨随喜、张会
云夫妇一边麻利地剪红薯苗一边
说，脸上的汗水掩盖不住内心的喜
悦。而他们夫妇口中的老杨，就是
远近闻名的黄店镇打车李村的“红
薯大王”杨现增。

初夏红薯秧苗壮，正是栽种好
时节。5月11日上午，田野里微风
仍带着一丝凉意，而走进杨现增的
红薯苗大棚内，一股热浪扑面而
来。放眼望去，大棚内绿油油一片
宛若绿色的海洋，一棵棵红薯苗伸
展着碧绿的叶子，仰起嫩嫩的小脸
儿，你挤我扛争着伸胳膊伸腿儿地
往上生长。“今年我一共育了40亩
地的红薯苗，有‘西瓜红’和‘红蜜
薯’两个品种。以前我们的红薯苗
主要供中牟县境内的农户来种植，
现在名气越来越大了，新密、尉氏、
新郑等地的客户越来越多，前天晚
上，我又连夜开车往登封颍阳镇送
了 10万多棵……”杨现增声音洪
亮，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他丝毫看
不出疲惫。只见他抹了一把脸上
的汗水，手拿剪刀，随着“咔嚓咔
嚓”声，一棵棵红薯苗在他粗糙的
大手中被整齐地码放在田埂上。

“我这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
就是要把红薯种好。不但我自己

要种好，还要带动身边的父老乡亲
发展红薯产业，致力乡村振兴。”有
着十五六年红薯育苗种植经验的
杨现增说起红薯一往情深，“我这
里是‘红薯一条龙服务’。今天大
家出于信任在我这里买红薯苗，我
会负责他们后期的所有售后问题，
包括红薯病虫害防治指导，生长期
遇到的各种问题等。我目前已经
联系好了开封等地的好几个大供
货商，等红薯成熟后他们就会来到
田间地头收购，让乡亲们足不出户
就把红薯变成钱，装在腰包里。”

不要“死干又苦干”，而是“实
干加巧干”，杨现增的思路代表着
新一代农民的创新与梦想，正在乡
村振兴的大地上开出娇艳的花朵。

杨现增说出的话，做出的事也
让街坊邻居佩服有加。同村73岁
的村民杨老悬说:“现增利用自己
灵活的头脑，不但自己创业，也带
动村里好多人，冬天跟着他育苗，
夏天跟着他剪苗，一年四季都有活
干，有钱挣。我跟着他每天管理管
理大棚，定期给红薯苗施肥浇水除
草喷药，每月还能挣3000块钱，像
我这个年龄，别的地方谁肯要我
呢！”杨老悬说得情真意切，话语之
间充满对杨现增的赞叹。

说话间，杨现增的手机响起：
“喂，郑庵的？要 5000棵苗？好，
我马上派人剪好给您送过去。”刚
挂了的电话又响起来：“喂，圈侯
村？要多少？7000棵？好，马上
剪好安排给您送。”杨现增一边接
听电话一边急急忙忙钻进大棚，招
呼工人精心剪苗，安排送货。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梁姗 文/图

乒乓炫艺庆“五一”中牟涌起健身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