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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孝老食堂吃得好，喝得
好，还讲究‘精神赡养’……”5
月 1日，青县流河镇人和镇村的

“火锅大舞台”上，《姐弟争爹》
情景剧正在上演。演员有当地
村民，也有驻人和镇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情景剧剧情充
满乡土气息，别有一番味道。台
上演得认真，台下观众看得津
津有味。

青县人和镇村的火锅鸡很
有名。为了壮大集体经济，这些
年，人和镇村打造了运河右岸休
闲小镇，建起水上火锅城，吸引
更多游客前来。今年，村里又在
水上火锅城中建起一座舞台，成
了村民展示才艺的“火锅大舞
台”。

“我演我自己”

《姐弟争爹》这个情景剧讲
述的是姐弟争相赡养爹，却没有
争过孝老食堂的故事。

81岁的村民刘子江是这个
情景剧中岁数最大的演员。他虽
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

“我在演情景剧，又不是全
在演，可以说我就是演的我自
己。”刘子江笑着说。

这是咋回事？原来，《姐弟争
爹》情景剧是以他为原型创作
的。情景剧中的很多台词都是他
的心里话。

在村里没有建孝老食堂之
前，独居老人刘子江平时吃饭

“凑合”。儿女心疼他，争相将他
接到自己的家中赡养。儿女们给
买好吃的、好穿的，但离开村的
他仍觉得孤独。白天，孩子们去
忙工作，他自己一人在家，电视
机的智能功能“玩”不转，出去遛
弯又很难遇到能聊天的人……

2020 年 12 月 ，刘 子 江 得
知，村里为了解决老人吃饭“凑
合”的问题，建起了孝老食堂，
为 7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免费提
供三餐。他到孝老食堂一看，老
人们不仅吃得好，还能一起休
闲娱乐。他对儿女说，他要搬回
村！

2021年，刘子江搬回了村，
又和老伙伴们聚到一起，有吃有
喝，有说有笑。刘子江的女儿刘
英经常来看他，还到孝老食堂当
志愿者。“父亲在孝老食堂免费
吃饭，当儿女的有时间就来孝老
食堂帮帮忙，这是应该的。”刘英
说。

韩雪是人和镇村的文化顾
问，在挖掘村故事时知道了这个
事，创作了《姐弟争爹》这个情景
剧剧本。

在将这个剧本排练成情景
剧时，刘子江和他女儿刘英成了
其中的演员。

刘子江说：“刚开始，我挺犯
愁的，大伙儿都鼓励我。我没事
就背台词，还默写了三遍呢。其
中，最难的就是快板表演，我多
次练习才学会了。这也成了情景
剧中的一个亮点。”

刘子江在家中打造了一个
“快乐老头”工作室，通过网络
平台向大家讲人和镇村的那些
人那些事。平时，他家就成了

《姐弟争爹》情景剧的排练场

所。因为大家都是业余的，你忘
词了，他动作不到位了……这样
的事儿经常发生。功夫不负有心
人，这个情景剧终于排练好了，
还在 2024 年第一季度月评“青
县好人”仪式上精彩亮相。

“五一”期间，这个情景剧被
搬上了人和镇村的“火锅大舞
台”，让观众感受村里孝老敬亲
的浓厚氛围。

村里有了艺术团

“我们表演情景剧的‘演员’
来自人和镇村人和风情艺术团，
多是当地村民。”58岁的肖寿庆
说。

肖寿庆是青县教育局驻人
和镇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也
是人和镇村人和风情艺术团的
总导演。

人和镇村有 117户村民，其
中 46户从事火锅鸡产业。村民
们开的火锅鸡店遍布多个县市。
肖寿庆驻村工作后，和村“两委”
成员一起积极为人和火锅鸡申
遗，维修改造村史馆，升级建设
水上火锅城。

为了丰富乡村文化生活，肖
寿庆有了新的想法——成立艺
术团，招募村民演员，让他们演
当地事。

肖寿庆与村“两委”成员、
村文化顾问韩雪等人沟通后，
得到大家的支持。肖寿庆说：“建
立人和风情艺术团就是希望用
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丰富当地村
民文化生活，发展培养本土文艺
人才，带动水上火锅城的发展壮
大。韩雪老师还为我们提供了一
些根据当地人、当地事创作的情
景剧剧本，我们计划将它们排练
出来。”

肖寿庆还发布了“演员”招
募启事，引起了村民们的兴趣。

“没有经验可以参加吗”“哪
个时间点排练呀”……面对这些
问题，肖寿庆一一回答，并欢迎
大家来试角色。今年 3月，人和
风情艺术团成立了，成员既有本

村的村民，也有邻村的村民。大
家根据需要参演到情景剧中。

肖寿庆身兼多职。他不光是
艺术团总导演，还改编剧本，并
在情景剧中饰演角色。在《姐弟
争爹》情景剧中，他饰演了儿子。

“排练时，大家聚在刘子江老爷
子家，对台词，研究表演动作，可
认真了。”肖寿庆说，“五一”期
间，大家在“火锅大舞台”表演情
景剧时都很兴奋，演出效果也不
错。

“千万不能演砸了”

5月 1日，《智救区长》情景
剧在“火锅大舞台”公演，讲述的
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运河边
的故事。

55岁的村民阚亚丽在其中
饰演的是一位小饭店老板娘。上
台前，她的心里一直打着小鼓，

“千万不能演砸了”。
阚亚丽是水上火锅城的一

名服务员。“人和风情艺术团建

立之初，我就参加了，想着过把
‘演员瘾’。”阚亚丽说，当初《智
救区长》选角色时，她被选中出
演小饭店老板娘。

阚亚丽说：“被选上了，第
一感觉是兴奋。可拿到剧本时，
我就憷头了。那个角色比较强
势，与我的性格截然相反。肖老
师告诉我，演情景剧就要挑战
自己，先揣摩角色，然后再去
演。”

她就利用下班时间背台词，
揣摩角色的心理，找到那股强势
劲。“家人们挺支持我演情景剧
的。有时，家人也会和我对台词，
一起琢磨动作。”阚亚丽说。

在《智救区长》情景剧中，肖
寿庆饰演一名反派人物。他和阚
亚丽有些互动。为了让动作更自
然、情感更饱满，他们排练了多
次。

“五一”期间，他们的演出收
获了观众的认可。

“你演得不错呀，哪像平时
那么温柔的你呀。”一位熟识阚
亚丽的村民说。听到村民的话，
阚亚丽笑了笑，看来她演出了强

势感觉，演出了泼辣劲。

打招呼都在对台词

“自从加入人和风情艺术
团，为了排练情景剧，大家都有
点‘魔怔’了。”肖寿庆说，有时，
见面打招呼都在对台词。

“来了，大伯……”肖寿庆经
常和同龄的夏清海这样打招呼。
这可不是按辈分叫的，而是因为
在《姐弟争爹》的情景剧中，夏清
海饰演的是“大伯”一角。

夏清海今年 58 岁，如今在
天津静海居住。每天，他往返于
静海的家和人和镇村。

当听说村里要成立艺术团，他
第一时间报了名。“我没有表演经
验，可以学。参演情景剧，既能丰富
自己的生活，又能为大家带去欢
乐，这不挺好的吗？”夏清海说。

还别说，夏清海在《姐弟争
爹》《智救区长》两部情景剧中演
得都不错。“在记台词时，我经常
脑子一热，一片空白。我就多背
多练，避免真上了舞台后忘词。”

他工作的地点离刘子江老
爷子家很近。上班前，他会到刘
子江老爷子家排练，下班后也会
去排练。

“大家在一起吃饭时会对台
词，有时见面也会用角色的口吻
打招呼。”夏清海说，大家都挺努
力的。他平时说话快，为了演好
上了年纪的“大伯”，特意把语速
慢下来。

“演出的情景剧挺有教育意
义的，带有乡土气息，带给大家
别样的滋味，我觉得挺好的。”夏
清海说。

村民都是“代言人”

“我们艺术团的成员都是义
务出演的，大家排练演出时拧成
了一股绳，都想为乡村振兴贡献
一份力量。”肖寿庆说，高明在天
津工作，有时白天需要排练，他
会请假过来；李秀岩虽然台词很
少，但每次排练都很认真……

看着大家的努力，肖寿庆感
到特别欣慰。为了让情景剧能更
好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无论是研
究剧本、挑选演员，还是服装道
具、场地灯光，他都很“较真”。

“我们坚持本地人演本地
事，让草根‘演员’演出本地特
色。”肖寿庆说，目前，人和风情
艺术团有《剖腹验糕》《马厂孤勇
者》等 20多个剧本，有的已排练
完成，有的正处于选角阶段。他
们欢迎更多的村民加入艺术团，
参演情景剧。

人和镇村党支部书记胡宗
权经常去看大家排练情景剧。他
看到情景剧公演受到大家欢迎，
感到特别高兴。

胡宗权说：“肖老师带领着
人和风情艺术团不断发展壮大，
村民们成了人和镇村‘代言人’，
表演本地特色情景剧。游客们在
村里不仅吃到了美味的火锅鸡，
还欣赏到了接地气的文艺表演，
感受了浓厚的乡村文化氛围。”

（本版图片由肖寿庆提供）

“火锅大舞台”
本报记者 李小贤

村民当演员演绎身边事，充满乡土气息的情景剧让乡村舞台热起来，青县

人和镇村有一个——

肖寿庆肖寿庆（（右二右二））和村民讨论剧本和村民讨论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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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品牌名酒专卖店铺转让
专卖店位置：●位于一世界A座底商纯一层135平方米；●位于天驰国际大

厦底商200平方米。品牌名酒专卖（经营二十年老店），欢迎有经济实力的同行
业企业老板考察，非诚勿扰。联系电话:15028639125高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