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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看泌阳
——“河南省曲艺之乡”实至名归

文/图 全媒体记者 郭建光

6月16日，河南省曲协秘书
长宋宛玲一行到泌阳县对近3年
来“河南省曲艺之乡”传承发展工
作进行调研复核。先后在泌阳县
文化艺术中心、泌阳县民星曲艺
社、和园景区、双庙乡夭庄曲艺团
等地，通过实地调研、现场观看演
出和展览等方式，对泌阳县3年
来“曲艺之乡”传承发展工作进行
了多角度、全方位复核。复核组
在深入了解泌阳县在曲艺队伍建
设、组织机构、群众曲艺活动场馆
开展活动等情况后认为，泌阳县
的曲艺发展历史悠久，传承有序，
深受群众喜爱。

泌阳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为曲艺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
础。近年来，泌阳县坚持把传承
发展“河南省曲艺之乡”成果作为
推进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坚持软硬件一起建，抓重点、求特

色，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曲艺
事业发展新路子。

泌阳县坚持把曲艺基础设施
建设纳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投资11亿元，建成占地400
亩的县综合文化艺术中心，是全
省县级文化艺术中心投资最多的
项目之一。在财政资金十分紧张
的情况下，建设和完善全县354
个村（社区）文化活动广场和文化
活动室，实现村级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全覆盖。

为扩大曲艺工作的影响力，
泌阳县开展文化惠民巡演活动。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把曲艺文化
的繁荣和发展作为文化工作的重
头戏来抓，组织艺术团体深入乡
村巡回演出，共开展舞台艺术送
农民600余场，受众达3万人。
开展乡村春晚活动。2020年夭
庄村曲艺团农民乡村春晚被确定

为河南省15个重点乡村春晚之
一，河南省电视台现场录播，并在
全国乡村春晚平台进行网络直
播。开展青少年曲艺传承活动。
把青少年曲艺的传承发展作为曲
艺工作的重点，成立和园曲艺传
承培训基地，开设河南坠子、大调
曲子、鼓儿哼等课程，并以和园非
遗展演基地为场所开展曲艺展
演、赛事活动，确保曲艺传承发展
后继有人。

登高莫问千秋月，上马直追
万古风。泌阳曲艺传承良好、种
类较多，民间文化资源丰富，从事
曲艺人员众多，民间曲艺团体活
跃，城乡群众基础广泛。

泌阳县将继续实施曲艺精品
工程，增加曲艺演出频次，扩大泌
阳曲艺队伍，坚持出书出作品出
人才，从而推动泌阳的经济社会
更好更快发展。

曲艺活动扎根基层。

一个人与一群人

日前，泌阳县成功通过河南省曲协“河
南省曲艺之乡”调研复核的消息传来，今年
刚被评定为享受驻马店市政府特殊津贴的
盛莉喜不自禁。

提起泌阳曲艺，大家都会称赞国家二级
编剧、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泌阳曲艺传承
发展中心主任盛莉。目前，她共创作发表演
出文艺作品300多件。作品曾荣获中央电
视台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梦想微剧场》栏目
最佳编剧奖、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一等
奖、河南曲艺牡丹奖等多种奖项。

盛莉于2015年创建泌阳夭庄曲艺团，
2019年创建泌阳大寨民星曲艺社，2020年
创建和园曲艺说唱团，2021年创建泌阳张
楼红色文艺队，2022年创建国恩莲花落文
艺队。她经常带团队惠民演出、进校园演
出。得到领导、社会各界人士的与好评。她
集编导演于一身，为泌阳的文化事业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盛莉执着追求，坚持创作，从红土地上
（老革命根据地）走来，成了繁荣泌阳曲艺的
领军人物。在河南曲艺圈里，大家说多亏了
盛莉，泌阳的曲艺才红火起来，才得以让泌
阳的原创作品、草根艺术登上国家级舞台。

盛莉创作的大调曲子《撸起袖子加油
干》由泌阳民星曲艺社表演，在2020年河南
省乡村春晚展示活动中获“河南省乡村春晚
优秀节目”。

2021年4月，泌阳县文广旅局授予盛
莉泌阳创建河南曲艺之乡特别贡献奖。她
创作的《扔西瓜》在2021年全省“风雨同心
抗击灾情”原创作品征集活动中，荣获一等
奖。

盛莉创作的相声《今非昔比》在2022年
第八届河南曲艺牡丹奖大赛中，荣获文学
奖；创作的新型农民题材三弦书《闹嫁妆》，
2023年获评中国《曲艺》杂志社“喜庆二十
大 奋进新征程”曲艺作品征集活动优秀作
品。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
盛莉的带领下，泌阳县涌现出一大批曲艺人
才。

自2011年以来，泌阳县逐年加大对曲
艺事业的资金投入，县财政拨出专项经费
200多万元，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扶持民
间曲艺团体和个人，鼓励支持民间曲艺团体
外出交流学习，助力全县曲艺传承发展。同
时构建人才激励机制。采取参加高级研修
班、下乡辅导、集体培训等方式，加大曲艺人
才培养力度。全县有国家曲协会员5名、省
级曲协会员36人、市级曲协会员68人。制
订《泌阳县社会文艺创作扶持和奖励办法》，
对优秀曲艺作品原创者进行奖励，进一步激
发曲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开展曲艺进校
园活动。特别是自2008年以来，先后成立
小牡丹曲艺培训班、金话筒口才培训班、爱
乐艺术培训班等，培养出的学员先后参加河
南省少儿曲艺大赛，河南省相声、小品电视
大赛，泌阳县曲艺大赛等。

“戏剧看正阳，曲艺看泌
阳。”这是我市文艺圈流传的一句
话。泌阳曲艺到底有着怎样的魅
力，吸引那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泌阳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1952 年泌阳建曲艺厅，草房 7
间，容纳观众200余人。1979
年成立曲艺家协会。目前，全县
从事曲艺人员500多人，成立民
间曲艺团体16家，其中比较活跃
的有夭庄曲艺团、大寨民星曲艺
社、和园曲艺说唱团。多年来，泌

阳曲艺在城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和深厚底蕴。泌阳县有小品、相
声、河南坠子、大调曲子、三弦书、
大鼓书、快板、莲花落、山东快书、
故事、评书、道情12个曲艺种类，
种类齐全，各具特点。

2008年，全省曲协五届二次
理事会在泌阳召开。2014年，省
曲协领导到泌调研时，称泌阳曲
艺的繁荣发展为“泌阳现象”，值
得推广。2020年，在省曲协的大
力支持下，泌阳县成功举办第七

届河南省“牡丹奖”曲艺大赛，被
省曲协命名为“河南省曲艺之
乡”。泌阳县也成了第一个被省
曲协命名为“河南省曲艺之乡”的
县城。

“牡丹”花开盘古圣地，“河南
曲艺之乡”实至名归。2020年
11月16~18日，有着丰厚曲艺滋
养的泌阳县迎来了第七届河南曲
艺牡丹奖全省曲艺大赛，在颁奖
会上，泌阳县被授予“河南省曲艺
之乡”称号。

深厚积淀滋润泌阳曲艺

传承发展走出特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