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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县付店镇
张寨村村民正
在为温室大棚
里的葡萄抹芽
定梢， 为葡萄
产量和品质提
高做准备。 该
县积极发展特
色农业种植，

促进农民脱贫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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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县环保局
“ 一对一”帮扶
暖人心

信阳消息（曹枝禄王德高）到贫困
户家中，一对一探讨脱贫事；在田间地头
上，与农民共商致富路……连日来，光山
县环保局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槐店乡杨大
湾村和王南洼村熟悉村情，上门到户座谈
对接，认真了解贫困户基本情况、分析致
贫原因，有针对性地制订帮扶措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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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帮扶对象树立起脱贫致富的信心，同时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为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和县关于扶
贫工作会议精神，该局结合实际，认真抓
好党员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落实工作，

力促扶贫工作取得实效，坚决杜绝“上上
门”“认认人”等走过场行为。 要求责任到
人，并采取因人而异，因户而异，划定帮扶
脱贫时间。并组织全局党员干部到所包贫
困户家里摸清其家庭人口、劳动力、住房、

收入等情况， 了解他们的所思、 所想、所
盼，找准扶贫定位，全方位制定扶贫计划，

帮助开展技术技能培训、落实资金等惠民
政策，切实引导贫困户由“输血式”向“造
血式”转变。

“ 孩子喜欢，传承就有希望”

“孩子一听到皮影戏就高兴得
坐不住，我们都跟着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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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了。 ”

日前， 息县孙庙乡村民小敏告诉记
者， 这几天村子里演出的皮影戏特
别受欢迎。

今年
77

岁的王义国老人是息县
孙庙乡甘塘村皮影剧团团长，他身材
瘦弱，但精神劲儿十足。 只见他左脚
敲鼓，右脚打锣，双手不停挥舞着，白
色银幕上几个影人灵活地舞刀弄枪、

翻跟头，配上豫南风味的念唱，几个
人就将一出热闹的皮影戏经典剧目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展现在舞台上。

王义国已从事皮影演唱
４０

多
年， 他的唱腔以息县地方戏嗨子戏

为主调，曲目既有传统的《杨家将》、

《封神演义》，也有新创作的《息夫人
挑灯劝君侯》等。

“我太爷那辈儿就开始唱皮影
戏，到我这儿已经是第四代。 ”老人
骄傲地说。 现在剧团里所有的皮影
道具都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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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传下来的，因
为材质优良和保管爱惜， 颜色都鲜
亮如初。

王义国的演出后台从来都是开
放的，演到兴奋时，他甚至把锣鼓乐
器搬到台前， 请观众上台手把手教
授怎么演皮影戏。 很多时候演出结
束了，观众还不舍离去，要到后台亲
手摸摸皮影。

“我们每年农闲后就开始到各
地表演，因为皮影戏操作简单方便，

用人少、道具少、花钱少，在村头巷

尾随处都能唱，所以老百姓都非常喜
爱。 ”今年王义国特别高兴，因为大
家越来越重视皮影戏等民俗文化了。

“现在农村家庭条件都好了，很多人
家在老人祝寿、孩子满月、搬家等时
候也会专门请来皮影戏让村里一起
热闹热闹。 ”

王义国老人一直坚信，只要观众
喜欢，尤其是孩子喜欢，传承就有希
望。“孩子这一生不一定干这个事儿，

但是他在童年的时候如果看过这项
传统的艺术，他就能记着一辈子，就
能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 ”

2009

年， 息县皮影戏被列入信
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王义国说：“我
的愿望就一个，不能让老祖宗留下来
的东西在我手里没了。 ”

特色种植促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