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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新空间◆

运城人消夏休闲新方式——

邀好友一起品清茶、听相声……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早就听说
垣曲历山是个消夏避暑的好地方，这回终于
有机会了，一定和老伴相跟着去一趟。”6
月 24 日，在“旅居康养 走遍中国”暨历
山避暑说明会上，一位老人高兴地说。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健康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重视。旅居康养，一种养老新风，越
来越受到中老年人的欢迎。据介绍，旅居康
养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模式：候鸟式、疗养
式、田园式、社区式、居家式、禅修式、公
益式等。这些模式的共同特点是：节奏更
慢、体验感更强、形式更灵活。

“旅居康养 走遍中国”是由运城市健
康教育协会联合养老机构、文旅部门共同组
织发起的一项大型旅居康养项目，旨在让广
大中老年朋友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健健康
康、快快乐乐度晚年。去年以来，该项目组
织活动数十次，成百上千的中老年人借此机
会走出家门，在赏美景、看非遗、进名企、
品美食中，收获健康、愉悦心情。

此次“旅居康养 走遍中国”活动将于
7月初启动，该团队将走进垣曲历山、闻喜
裴柏村等地，畅游原始森林、享受清凉一
夏，了解裴氏文化、感受优良家风。市健康
教育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旅居康养既是一
种高品质的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
风尚，其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涵盖全新的
生活体验、全时的健康保障、全面的文化滋
养、全周期的呵护服务，协会将持续推广这
种养老方式，让更多中老年人受益。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赓续红色血
脉，厚植家国情怀。“七一”来临之际，红色主
题儿童剧《先锋少年》将于 6 月 30 日晚 7 时
30 分在运城经开区鼎鑫华府小区锦绣大戏
楼上演。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红色主题
儿童剧《先锋少年》由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
三团最新复排，讲述了新时代和抗战两个不
同时期的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历经重重磨
难，达到精神洗涤的红色故事。其内容具有强
烈的现实意义，以穿越时空的艺术表现手法
展现了两代少年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新
旧时代的鲜明对比，以此激励当今青少年缅
怀过去，珍惜当下。

活动有关负责人表示，暑假即将来临，带
孩子看《先锋少年》，一起感受一段不惧牺牲、
不断成长的少年英雄史诗，能够更好地引导
孩子牢记昨天的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像儿童团员一样人小志大、勇敢坚强，做一个
新时代的好少年。

又讯 蒲景苑·周末百姓剧场本周末将
迎来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二团的演出。具
体演出时间及剧目：周五（6 月 28 日晚 7:
30），蒲剧传统剧目《关公与貂蝉》；周六（6月
29日晚7:30），蒲剧折子戏《拾玉镯》《提刀》

《教子》。详询：18635936766（姚经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

一定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讲好党的
故事，让党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活到老学到老，夕阳也能红满
天。”

……
6月25日，在建党103周年之际，

部分老党员齐聚杨敏新的家中，畅所
欲言，共庆党的生日。

今年 85 岁的杨敏新现居市区信
合名都小区，是一位老教师、老党员、
老模范。他最为人称道的是，数十年坚
持订阅党刊《红旗》《求是》。从订党刊、
学党刊到藏党刊、讲党刊，他用心用
情、深学细悟，并学以致用，影响亲朋

及身边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当天的活动现场，与会者齐声高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发自
肺腑地畅叙党的恩情。杨敏新告诉记

者，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学习党的最新
理论、政策、方针等，时刻与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同时也积极参与公益事
业，把党的故事多讲给年轻人，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发挥余热、老有所
为。

活动中，市档案馆还为杨敏新老
师送上最新版本的党章，以及庆祝建
党 100 周年时出版的书籍《运城红色
档案》。市档案馆有关负责人表示，杨
敏新及一众老党员、老模范心系党的
事业，时刻保持着昂扬的学习热情和
积极进取的执着精神，是年轻党员的
好榜样。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交
流、密切沟通，齐心协力共同为党的事
业增光添彩。 记者 景斌

八旬党员杨敏新：把党的故事讲给年轻人

红色主题儿童剧《先锋少年》
6月30日鼎鑫华府上演

旅居康养 养老新风

▲工作人员介绍垣曲历山

▲杨敏新讲述数十年订阅《求是》
杂志的心路历程 记者 张国平 摄

本栏摄影 记者 张国平 景斌
6 月 23 日，周日，下午 6 时许，天

还亮得很，气温却不似午后那般炎热，
在空调房里待了几乎一天的李少峰计
划出门走走。

他住在市区河东广场附近，听说
盬街最近热闹许多，便信步前往。

不到半个小时，他就来到了盬街
北门。此时，热气、人气、烟火气交织，能
够看得见的热闹劲儿正在聚集升腾。

李少峰喜欢这种市井味，他觉得
生活就要接地气些。待逛完盬街、填饱
肚子，回到最初的入口时，一阵热烈的
鼓掌声吸引了他。

盬街戏楼下，围坐着一群笑容灿
烂的观众，台上，两个人正在说相声呢。

是的！鸣嘴相声在这儿演出呢。但
见台上的两个人捧哏逗哏、你来我往，
谈笑间包袱迭出，观众席间不时传出
笑声与掌声。

说到相声，大部分人会想到德云
社。其实，在运城，鸣嘴相声就扮演着

“河东德云社”的角色。
河东文艺圈的人，几乎都知道鸣

嘴相声，有的更了解它的创始人——
孙晓军。

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谈吐风趣，经常承担市里一些重大活
动的主持……当这几个标签集合到一
处，孙晓军便浮现在很多人的眼前。

诚然，主持人是他的工作，说相声
是他的爱好。为了更好地主持，他学说
起了相声，并聚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
人，创办了鸣嘴相声。

在孙晓军看来，主持与相声是互
补的，甚至，相声能给主持添彩。有时
需要主持“救场”的时候，抖上几个契
合时宜的包袱，观众的情绪就被带起

来了。
有朋友开玩笑说，“孙晓军是主持

界最会说相声的，相声界最会当主持
的”。他笑而不语。

不可否认，主持多是吃青春饭的。
而相声则是越老越有味道。可说相声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首先得有氛围。这一点蒲剧最明
显了，一说那儿有戏，戏迷先哄上一大
堆。群众基础、社会舆论、演员卖力等
各种元素叠加，蒲剧的传承与弘扬还
是可圈可点。

再说回相声，运城几乎是个空白，
既没人看，也少有人说。所以有人说孙
晓军，“你是在不穿鞋的地方卖鞋了，
难度可想而知”。可他也有自己的坚
持，“当人们发现穿上鞋后，脚是多么
舒服，就离不开鞋了”。

既然这么想，那就往下干。没有氛
围，就制造氛围。要制造氛围，最起码
得有人去说相声呀。

起初，孙晓军就自己说，然后还请
人说，慢慢地才聚拢起了段波、令狐英
杰、吴琦、康凯等人。

有了人，还得找地说。从自己的剧
场到岚山根·运城印象景区，再到盬
街，辗转好几个地方之后，“鸣嘴”算是
在盬街落了脚。

孙晓军告诉记者，想打造一个人
们在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场所。入夏
了，弄上几个“碎嘴”，泡上一壶清茶，
和几个朋友听听相声聊聊天，也不失
为一种更好的选择。而且，相声更重要
的作用是寓教于乐。也许你去那儿就

是哈哈一乐，但是离开之后可能记住
了某个知识点，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
受。

从台下只有一两个人，到观众要
求加场次；从人们想着免费听，到有的
人付费听……孙晓军的坚守，慢慢赢
得了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他带给大家
的是快乐，是因为他把所有的苦都咽
下去了。”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王泽锋
说。有时，王泽锋也会客串一下，上台
表演干板腔，丰富演出内容。

“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用心、坚持
和热爱，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即使
事与愿违，也不后悔。”孙晓军说。目
前，“鸣嘴”在盬街的每晚演出，将持续
至8月底。

再次回到盬街演出现场，一个多
小时很快过去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地
离开了。

李少峰多多少少也听过孙晓军这
个人。“他都不是年轻人了，还这么拼，
值得很多人学习。”李少峰说，“文化的
繁荣发展就需要孙晓军这样的人，正
是他们的不断出新，才让群众的业余
生活丰富多彩。”

向“孙晓军们”致敬！总有人在默
默付出，这个社会才变得越来越美好。
虽然相声不像蒲剧、干板腔等是运城
独有的，但运城也得有。

这真是：说学逗唱一张嘴，笑谈天
下喜怒哀乐；东西南北一壶茶，道出世
间苦辣酸甜。

记 者 景 斌
见习记者 赵泽艳

▲▲记录开心时刻记录开心时刻

▲▲说学逗唱说学逗唱，，““互不相让互不相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