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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人的普法情怀
本报记者 王轶辰 通讯员 刘祖刚

创作时精神矍铄，排练时神采飞扬，
回忆时逻辑清晰，他，就是江西遂川县雩
田镇社区农民演唱团团长彭学标，一位
以“戏”普法、用戏育人的老人。

情系创作

彭学标虽年逾八旬、退休已久，但给
人的感觉仍是精神矍铄、干劲十足。

彭老教书生涯辗转于全县多个学校，
1996年在雩田中学他放下了一生挚爱的
教鞭。他的文学创作却不始于教学，也不
终于退休。早在1965年，彭老创作的剧
本第一次在上海一刊物发表。从此，文学
创作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尤其是退休后，彭老愈加笔耕不辍。

“平日里，我除了看报，大多时间就
是在创作。”与记者交谈中，每每聊到兴
起，彭老总能拿出一本报纸剪辑或者杂
志，用满是皱纹、沧桑的手翻阅着发表的
作品，回忆一首首诗歌背后的故事，讲述
一篇篇散文背后的曲折。那些被视若宝
贝的作品让他满足。

“井冈竹翠，翠铺赤道北南；圣地旗
红，红遍长城内外。”自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到近几年，从诗歌散文到对联剧本，各
类体裁彭学标都有涉猎，仅发表的诗词
楹联就有 500 多首（副）并多次获奖，可
谓全能型作者。也正是彭老的才能与热
心，奠定了雩田镇社区农民演唱团的创
办与发展。

退休后，赋闲在家的彭学标发现，村
里总有三五成群的村民聚众赌博，吵嘴
打架、婆媳不和时有发生，这些都影响着
村庄的和谐。“我是否要发挥些余热，为
村里做点什么？”凭借自身扎实的文学素
养，彭老把这些不良现象写进了黑板报，
向村民们宣讲其中的危害。

彭老这一写就是将近 10 年，期间
《赌博的坏处》《安全花开万里春》等作品
影响甚广、广为传唱。

结缘普法

“昨夜红烛结红花，必有喜事到我
家，儿媳上县生孩子，肯定是个男娃娃
……”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镇长找到彭

老，希望他创作一部宣传计划生育法规
的剧本，就是日后的《女人就是顶梁
柱》。从此，彭老痴迷上了普法，走上用

“戏”普法宣传之路，一发不可收拾。紧
接着，《婆母同春》《爷孙双考》等优秀作
品如雨后春笋般问世。

“别人老来把福享，而我却吃田螺
汤，去年她搬进新屋住，而我仍住破旧
房，天呀天，这样的日子怎样过？”伴随着
舞台上演员的声声哀号，台下观众声泪
俱下，这也让有关赡养老人的法律法规
更加深入人心。

在彭老看来，创作就是将现实中的
故事以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他的作品
无不是从身边的生活中取材，从婆媳不
合到赌博闹事，从计划生育到遵守交规，
运用快板、诗歌等讲故事的形式展现在
群众眼前，因接地气而深受欢迎。

“彭学标会写剧本……”这个消息不
胫而走，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雩田镇社区
农民演唱团负责人也找上门来求助，彭
老想想自己的剧本能登上舞台，给老百
姓带来快乐，还能起到教育意义，就爽快
地答应了。每当新剧演出，总是反响热
烈。仅《婆母同春》就加演七八场，在相
邻几个县极负盛名。

“你会写剧本，你老婆会演戏，为什
么不创办一个剧团呢？”2004年，这个建
议在彭老心中激起阵阵涟漪。

其实，早在 1965 年，雩田镇就曾有
过一个小戏团，当时彭老的老伴还在戏
团扮演过江姐等经典角色，曾风靡一时。

创办剧团正中彭老下怀，他与时任
居委会主任郭春华一拍即合，决定将原
来只做商演的社区腰鼓队改组成农民剧
团，运用采茶戏、小戏曲、二人转等戏种
形式推出剧目。

彭老最得意的作品，当推《爷孙双
考》，这背后还有段故事。当时，彭老的
一位堂兄因不守交通规则横穿马路发生
交通事故，正巧县交通局及吉安市亟需
一部宣传交通法规的剧本，《爷孙双考》
在这样的情境下孕育而生。剧本完成
后，演员们排演好刻录成光盘送去参赛，
最终获得吉安市交警支队创作演唱二
等奖。

2008年，剧团正式改名为雩田镇社
区农民演唱团，大家在彭老的带领下，正
式走上公益普法之路，一些优秀作品也
被其他剧团看重而借用，一时风光无限。

坚毅前行

回忆起剧团发展的艰辛历程，彭老
总忘不了2012年那些事。

剧团成立以来，大家把用来进行商
业活动的时间用在了公益普法上。没有

服装、音响、乐器，自己花钱网上买；没有
车费、餐旅费，成员们自己掏腰包。往往
出去一趟就是一整天，不仅没有工资，更
没有误工费。纵使剧团成员们大都从
商，家境殷实，但日子一长，家人的不理
解给团员们带来很大困扰，一位服装店
老板娘的离开彻底动摇了大家坚持的
决心。

彭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当他
无计可施时，郭春华挺身而出，为成员
们排忧解难，主动做起调解员，化解家
庭矛盾；从居委会经费中抽取一小部分
作为补助发给大家，每人分得三四十块
钱；去云岭林场、砂子岭等地找地方企
业寻求赞助，用作剧团机动经费。后
来，剧团也偶尔接些商业活动，贴补给
团员们。

彭学标忘不了，困难时县司法局“雪
中送炭”，给予每年数千元不等的经费、
出资出版法制作品集、推广节目以及对
他受伤时的关怀与看望；忘不了受兄弟
剧团帮扶，邀请共同演出所获得的报酬；
忘不了爱心人士捐赠的每一套服装及设
备……这让他心存感恩，并激励着他带
领剧团更好地服务大众百姓。

彭老说剧团有三难：资金、人才和剧
本。人才和剧本是一个剧团的灵魂，在
培养人才方面，彭老可谓是煞费苦心。

刘检秀，嗓音、身段俱佳；彭樟英，跳
舞、演戏一把抓；袁祖辉，乐器演奏、演戏
多面手……她们中有的是家庭主妇，有
的是退休教师，在剧团里凭借着自身特
长优势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她们都是
经彭老发掘的剧团骨干，对剧团的发展
贡献良多。

“但是要培养编剧非常困难，不仅要
懂得舞台艺术，还要善于处理矛盾冲
突。”彭老坦言，没有矛盾高潮的剧本不
是好剧本，群众也不爱看，“要让群众有
意犹未尽的感觉”。同时，对于不同剧情
的剧本要匹配不同的表演形式，有戏写
戏，没戏写歌。

对于彭老，为了剧本的情节架构绞
尽脑汁是家常便饭，“对有戏剧性、有矛
盾冲突的故事我都会记下来，写成千回
百转的剧本”。

“老有所乐，发挥余热。”彭老一句朴
实的话语道出了他数十年如一日公益普
法的大爱情怀。舞台上农民演员和着配
乐，一扭腰、一击鼓，朴实无华的表演中
透着一腔热血。如今，在法制宣传道路
上，彭学标老人带领的雩田镇社区农民
演唱团的脚步越走越远……

陕西洛川是著名的苹果
之乡，全县苹果种植总面积
达50万亩。视苹果为“摇钱
树”的洛川果农，最欢迎的人
就是能够带领和帮助他们种
好苹果的农技人员。自参加
工作至今，20 多年来，屈军
涛一直奋战在苹果种植技术
的开发与推广一线，也是洛
川果农心中的“大明星”。

扎根基层 一心富农

1996年，从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园艺学院毕业的屈军
涛回到家乡洛川，从事苹果
科技研究工作。这期间，屈
军涛经历了洛川苹果从徘徊
到再次迅速崛起以及“大改
形、强拉枝、巧施肥、无公害”
四大关键技术为主的技术革
新，还全面负责组织实施了
以“大改形、强拉枝、有机肥、
减密度”新四大关键技术为
主的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普
及。“洛川苹果”这四个字就
此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中。

2002 年 1 月，屈军涛从
县果研所调任土基镇果站站
长。土基镇地处洛川南部塬
区，苹果产业起步较晚，加之连续多年遭受冰雹灾害，干
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一些果农纷纷外出打工，
果园濒临荒芜。刚一到任的屈军涛，马上挨家挨户了解
情况帮助分析原因。看到大多数果农缺乏管理技术，他
当即承诺：“果园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果站，你们的苹
果种不好，我屈军涛就不走！”

为了这句承诺，屈军涛想了许多办法：开通苹果技术
服务热线，组织技术帮扶，推行果站工作首问负责制、限
时办理制、示范包抓制、岗位目标责任制等。同时，还筹
集 3 万元资金，在土基镇创办了洛川县基层果站第一个
苹果科技服务部，加强并方便技术推广。

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土基镇苹果林由原来的1.5万
亩扩大到3.2万亩，建成绿色苹果基地5500亩。全镇苹
果亩产量由2001年的900斤提高到2005年的3000斤；
优果率由2001年的38%提升到2005年的70%，产量、优
果率及管理水平由最差的乡镇一跃超过全县平均水平。

不断创新 科技兴农

2009年初，屈军涛调到洛川县苹果生产技术开发办
公室工作。在主持全县50万亩苹果标准化生产的同时，
屈军涛还不断创新管理技术的推广方法与模式。如：结
合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员示范岗设在果园；利用陕西省
星火科技 12396 信息服务专家平台，开通了“12396”咨
询热线电话为果农答疑解难；主持制定了洛川苹果标准
园建设标准及量化考核办法，受到延安市果业局的认可
并在延安市13个县区推广。

苹果的培育要经过几个关键期。在4月的果花防霜
冻期，屈军涛和同事奔波在各个果园间，指导群众给果树
熏烟、喷水；在 5月的果园防汛期，他每天与气象部门联
系，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夏季高温天气下，在果园屈军涛
手把手教授果农修剪树枝，讲解种植原理……

如今，在洛川一提到屈军涛，没有果农不认识他的。
“屈主任没有一点儿架子，只要果园有点问题，他总是第
一时间赶来。”洛阳村果农段春季说。

近3年来，屈军涛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多种
形式的培训 140 多场次，乡级培训 60 多场次，县级技术
培训50多场次，举办洛川电视科技讲座30场次，应邀赴
外县苹果基地技术培训20多场次。

旗帜引领 持续助农

随着延安市苹果产业的快速发展，屈军涛把苹果的
新品种选育、新技术推广、质量安全水平提升作为重点，
全力推进洛川苹果产业转型升级。为了迅速、便捷地把
苹果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推广出去，屈军涛组织了一
批农村务果技术骨干，并在 2015年组建了非营利性“洛
川苹果俱乐部”，打造出一批业务水平强、技术过硬、知名
度高的“乡土专家”。

目前，洛川苹果俱乐部共有会员2000余人，下设13
个基层分部，分别设在乡镇或村子。屈军涛说：“成立俱
乐部是为了打造一批‘乡土专家’，让他们给果农具体指
导。这些‘专家’自己家的果园都管理得非常好，用他们
的实践经验、他们朴实浅显的语言去指导讲解，更能得到
广大果农的认可。”其实不止于此，俱乐部成立以来，打造
了许多知名度极高的“专家”，这些“专家”已经走出洛川，
将洛川的务果技术带到兄弟县区。

屈军涛与洛川每个乡镇的农民技术骨干都交流过。
他说：“推进苹果生产转型升级，政府要作为，抓手在农
村。”作为民间组织的洛川苹果俱乐部，不以营利为目的，
会员也没有酬劳，所有“乡土专家”都像屈军涛一样认真
地工作着，毫无保留地为乡亲们致富奉献青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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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军涛向果农讲解冬季苹果树剪枝注意事项。

雷 婷摄

作为曾经的宫廷国宝、如今的珍品
国礼，景泰蓝的大名妇孺皆知，但一件
件精美绝伦景泰蓝的背后有一群一生
钟情景泰蓝传承的艺人工匠。北京市
珐琅厂总经理、总工艺美术师钟连盛就
是其中之一。

1978 年，钟连盛初中毕业，从小喜
欢画画的他选择不是很难——“当时美

术院校少，看到加试美术的学校就报了
名”，于是北京市珐琅厂技校来了一个
年轻人。几十年后，这个与景泰蓝结缘
一生的年轻人，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是继
承传统，这也是钟连盛一直强调的，“景

泰蓝的制作工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必
须保持其完整性”。然而，“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传统技艺也需要与时俱进
的创新。钟连盛的作品与传统作品相
比，时代感更突出，生活气息也更鲜
明。钟连盛还鼓励徒弟们积极创新，

“像设计概念汽车一样探索”。在北京
珐琅厂商品展示厅内，各类具有现代生

活气息的作品与明清传统风格的作品
相映成趣。

传统技艺的传承后继乏人是钟连盛
的一个苦恼，“景泰蓝的艺术价值还未能
很好体现，职工收入不是很理想，对年轻
人的吸引力有限”。钟连盛希望，未来能
有更多高素质设计人才从事景泰蓝
艺术。 （文/管培利 摄/李树贵）

图① 对景泰蓝的研究和创新是钟连盛毕生追求。

图② 钟连盛在构思设计景泰蓝图纸。

图③ 对铜胎上的掐丝工艺一丝不苟。

图④ 为了将传统手工艺传承下去，钟连盛做好传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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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景泰蓝增添更多亮色

彭学标

正在推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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