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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晓文

6月24日下午，寿光市台头镇大坨村，
郑秀芬、隋荣英等十余位广场舞爱好者聚在
60岁的陈俊华家中，一起观看她们前不久在
寿光万人广场舞大赛决赛时的舞蹈《新时代
女兵》的视频。

“看到自己演的节目，发现还有不到位
的地方。”陈俊华说，“因为没有经过这样
的大场面，当时有点紧张。以后再有这样的
活动，肯定可以跳得更好。”

“第一次上去心里紧张得扑通扑通的，
腿都迈不开了，等一会儿才放开了。”隋荣
英称，参赛是为了挑战一下自己，也想让高
人给指点一下。

广场舞已成为寿光群众最好的健身休闲
方式之一。今年4月至6月举办的寿光首届万
人广场舞大赛，更是成为广场舞爱好者的狂
欢。像郑秀芬、隋荣英等这样的农民，不仅
可以在市级大舞台上展示自己，出了风头，
更是上了网络、电视，成为众多村民羡慕的
对象。

不在年龄，关键是放得开

6月12日清晨4时，营里镇道口村的袁振
花和姐妹们就起床了。这天，是她们参加万
人广场舞决赛的日子。为了展示出“良好的
精神头”，一伙人每人花了40元，找了专业
化妆师。

“我们经常来市里参加比赛，学会了就
想出来走走，开开眼界。”袁振花说。

从容，微笑，时而舒缓，时而紧张，一
场俄罗斯舞曲下来，她们决赛场上的表演赢
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参加一次比赛兴奋
好久。”袁振花说，吃不愁，穿不愁，生活
就要多彩一点。

决赛中，洛城街道东斟灌村的李秀凤带
领队伍，跳的是印度舞《阿拉伯之春》，现
场评委打出了95 . 47分。“参赛队伍不光有
农村的，还有市直机关的，高手很多，我们
还需要提高。”李秀凤说，举行了3届的群
众文艺汇演她都参加了。

广场舞大赛期间，怡景苑社区60岁的单

秀华忙得不可开交。她先是和向阳社区的一
支队伍跳格桑花舞，结果因为人数少，没有
进入决赛。古城街道的老姐妹又邀请她跳
《中国范》，决赛得了94 . 8分。

“有气势也有动感，就是排练少点
了。”单秀华说，田柳镇的一支队伍人数不
够，也让她过去参加。

“跳舞不在年龄，关键在于放得开，笑
得开，动作到位。”几次上舞台后，单秀华
已有不少心得。

是跳舞，更是经营健康

“每天跳舞，身心都年轻了。”陈俊华
说，她的体重从6年前的79公斤降到现在的
68公斤。

隋荣英以前每天走7公里，锻炼身体。
自打从前年开始跳舞，她觉得身体轻快了很
多。家人一开始不理解，她说：“我这是经

营健康，比挣钱还好呢。”
自从跳舞后，李秀凤从来没有感冒过；

腰椎不好，跳舞后也好多了。
以前农闲时，女人在一起拉东家长西家

短的，有时候会出矛盾。现在大家凑一起，
讨论的是舞蹈动作。东斟灌村的苏永娜和婆
婆一起跳舞，婆婆有做不好的动作，就问媳
妇怎么跳，一家人开开心心，很和睦。

大坨村的陈庆荣，今年54岁。30多岁时
她突然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只有服用安
眠药才好些。她跳过大秧歌，现在学广场
舞，失眠已离她远去。

纪台镇国家村75岁的葛凤莲也参加了决
赛。跳完舞后，出一身汗，“腰疼也好
了。”葛凤莲说。

纪台镇东方吕村的赵金玲，种着3个大
棚茄子。她白天种菜，晚上跳舞，觉得跳舞
让她精神好了，身体也放松了。

“以前群众文化活动都是下任务，群众
很难接受。”寿光市委宣传部文化科朱金华
说，现在是百姓主动参与了。

想跳就跳，没人说闲话了

李秀凤是村里最早跳舞的人，一开始没

少听到风言风语。“就爱出风头”、“扭来
扭去的，像什么样子”。袁振花怕人笑话，
以前想跳都不好意思。如今，跳舞的人上了
电视，上了报纸，成为大家羡慕的草根明
星。

看到单秀华“沉溺”于舞蹈，女儿心疼
得直抱怨：“妈妈，看你每天忙得啊。”但
单秀华的丈夫很支持，他甚至对孩子下命
令：“你们谁也别耽误你妈跳舞，只要你妈
健康，就是你们的福分。”有时，跳舞耽误
去幼儿园接孩子，单秀华的丈夫主动说：
“你放心去吧，我接孩子。”

李秀凤每次出来演出，丈夫都是车接车
送，全程陪同，做好后勤工作。

“妈你这么喜欢跳舞，我给你买台电脑
吧，你从电脑上学。”陈俊华的儿子说。

电脑买来后，陈俊华用了不到20天就学
会了使用。搜索舞蹈节目，下载、保存，都
会了。

袁振花的女儿不仅教给袁振花用电脑，
还给她买演出的服装。

去年，寿光市为每个村都发了音响。
“这就是号召我们搞好文化活动。现在，再
也没有人因为喜欢跳舞被人说闲话了。”李
秀凤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寿光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新建的文化广
场，在村的西南角。广场上不仅有健身器
材，还有高高的灯杆、宽阔的“舞池”。

“晚上活动的人很多。因为离村里远，
即便是音响开得大些，也不影响村民休息。
再说，都是在固定的时间活动，没人反映噪
音问题。”东斟灌村舞蹈爱好者李秀凤说。

在不少地方，广场舞成为扰民热点，而
在寿光，却做到了惠民不扰民。在广场舞活
动场所的布局上，寿光市规定，新建的文化

广场必须在远离住宅的地方，而且活动时间
要相对固定。

纪台镇黄孟村的付文荣喜欢在村委大院
跳舞。冬天从晚上7点到8点半，夏天则从晚
上8点到9点半，每次付文荣都严格遵守时
间。营里镇道口村的袁振花，在自己的超市
门口跳，因为离居民小区远，并不影响村里
人休息。

“以前总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跳不好，
怕村民们笑话。去年政府给我们发了音响器
材，鼓励我们开展文艺活动，我们跳得有信心
了。”付文荣说的音响器材，是一件像行李箱

大小的黑色音响，上方有拉杆，两边有拉手，
能拉能抬。每天傍晚把音响拉出来，安静的
村子顿时热闹起来。而这样的音响，寿光村
村都有。2013年4月，寿光市政府出资为全
市975个行政村和13个城市社区的988支文艺
队伍免费配发，鼓舞了大家的活动热情。

“要让农民从观众变成主角，不能只简
单地把文化器材送到村民手中。更重要的，
是让文化在基层生根发芽，让群众从文化的
受惠者、享受者，变成文化的参与者、创造
者。”寿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莹说。

怡景苑社区60岁的单秀华，每天下午都

准时去向阳社区学习舞蹈或者京剧。寿光市
文化馆的专业人士进行指导，有时还请来济
南的专家。在前不久的寿光万人广场舞复赛
上，单秀华跳的《格桑花》，就是在这里学
会的。

“以前是自己瞎跳，脚提不起来，也没有
藏族舞的味道，现在掌握技巧了。”单秀华说。

前段时间，单秀华经常去寿光市文化馆
学习。文化馆对文艺骨干进行培训，古城街道
推荐了3个学员，单秀华是其中之一。在这
里，她学会了《中国范》、《春天芭蕾》、
《牵着妈妈的手》等。“在文化馆学了不少

东西，现在自个觉着得心应手了。对舞蹈理
解了，也能欣赏了。”培训让单秀华受益匪
浅，现在上台也不害怕了，笑容更加自然，
发自内心。

2013年以来，寿光市委宣传部通过开展
以“百名文化辅导员百场培训和千村千名基
层文艺带头人”为主要内容的“双百双千”
文化人才培育活动，带动培育了万名基层文
艺骨干，实现了镇镇都有文艺培训班，村村
都有文艺带头人，提升了基层文化活动的水
平和开展规模，为建设“文化寿光”提供了
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文化支撑。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以初赛第一名的成绩闯进决赛，决赛

时评委打出97 . 33的高分，独占鳌头。在
日前举行的寿光市万人广场舞大赛上，双
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男子舞蹈队从众多中老

年妇女舞蹈队中突围，成为一道别致的风
景。他们表演的舞蹈《火了火了火了》，
以其热情奔放的舞风，赢得观众最热烈的
掌声。

“老爷们跳广场舞不像样。大家心里有
抵触，不好组织。”听说市里组织广场舞大
赛，双王城牛头初中的音乐教师马爱军就试
着去组织队伍参赛，但没有男老师愿意参
加。

“跳舞是女人的事，男的跳舞大家都不
好意思。”信息技术老师王玉明一开始也拒
绝了马爱军的邀请。

马爱军只好自己先去跟着女老师学起广
场舞，同时一遍遍地劝说同事。好在学校领
导和家属都支持，他们终于凑足了11人。考
虑到仅仅是男教师，舞蹈有点单调，他们又
约请了两位女教师。

今年50岁的马爱军，在1987年的寿光群
众文化艺术节上，唱了一首《中国中国，鲜
红的太阳永不落》，获得最佳演员奖。这些
年他虽然经常登上大大小小的舞台，但跳舞
还是第一次。

“跳舞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因陋就简，
随时可以锻炼。”马爱军认为。

一开始他们学的是藏族舞，感觉动作太
柔和了，不适合男性，后来改成《火了火了
火了》，热情奔放。

由于没有舞蹈基础，刚开始练时，他们

连最基本的动作都做得不像。教他们跳舞的
音乐教师王玉霞说：“一个很简单的狮子
步，他们都学不会。”

但男老师们很有自尊心，他们私下里跟
着视频学，跟着电脑学，渐渐进步。因为上
课时间不一致，大家平时很难凑起来训练，
就只能先自己学。到周末，或学生下了晚自
习才能凑齐人。“聚齐了的时候，一共有3
次。”王玉明说。

数学老师马志安说：“当时心里很急
切，但舞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能一遍遍
地重复。”

“马爱军跳舞动作生硬，他跳得最多，
有时间就练，每次都累得大汗淋漓。”王玉
霞告诉记者，一开始男老师跳舞就像机器人
一样。

比赛中，王玉霞在前面领舞。每次男教
师发出喊声，都让她振奋。“男教师动作可
能不专业，但有阳刚之气，强在精神气质。
这是我们取胜的关键。”王玉霞认为。

现在他们决赛跳舞的视频已经挂到网
上。“我们的点击率是最高的，一天有好几
千次。”马志安说。

在2个月的训练和比赛中，马志安人瘦
了，上班有精神了。“跳舞，是为了调节生
活，并没有想着挣名次。”马志安说，现在
去跳舞，不担心因为自己是个男的而被人笑
话了。

场所离住宅区要远，活动时间要相对固定———

寿光广场舞，惠民不扰民

老爷们跳广场舞，一样好看

不光在村里跳，还能去市里大家一起跳，广场舞成为寿光群众最好的健身休闲方式———

万人大赛，是怎么做到的？

广场舞：舞得其法，舞之有道

双王城男子舞蹈队，在万人广场舞大赛中出尽风头。

□石如宽 李晓文 报道
6月4日至6日，寿光首届万人广场舞大赛举行决赛，全市共有65支来自各个镇街区的队伍走上决赛舞台。
首届广场舞大赛是今年寿光群众文化艺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活动启动以来，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参赛队伍达1200多支，参与群众20多

万人次，规模之庞大，参演之热情，前所未有，充分展示了该市群众文化的深厚根基和磅礴活力。

文化带头人广场舞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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