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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付晓晓

5月，市北区“记忆市北”、李沧区
“群文大舞台”活动都刚刚启动不久，袁
雪峰被各街道和社区排着队请去表演柳
腔，一共演出了八场，这是她今年以来最
繁忙的一个演出季。“我唱柳腔六十多年
了，没有断过。”年近八旬，袁雪峰依然活
跃在社区文化舞台上，将她热爱的柳腔
唱进大街小巷。

街头巷尾搭台唱戏

柳腔发源于即墨西部大沽河流域，
是在山东地方戏原始声腔“肘鼓子”的说
唱基础上，吸收当地的民间小调和花鼓、
秧歌的表演程式而来，距今已有二三百
年历史。袁雪峰1939年出生在河西村，
河西人爱柳腔，她从小耳濡目染，七八岁
时就喜欢“没事瞎哼两句”。15岁那年，
袁雪峰加入河西柳腔业余剧团，团里都
是会唱柳腔的本村人，平时各忙各的，定
期凑到一起排戏、演出。“我跟着团里的
老人学，他们还从即墨的专业剧团请来
老师，也给我们指导。”袁雪峰说，她学戏
到了痴迷的程度，有时母亲会“训斥”：
“你看看你，怎么迷成这个样！”
勤奋加天赋，不出几年，袁雪峰成了

剧团的台柱子，主攻青衣。当年的河西业

余柳腔剧团在十里八乡很受欢迎，经常
被邻村请去演出。尤其是正月里，附近村
子能走个遍，火爆的时候得提前派家里
的小孩去占着位子。“乡亲们都爱听，不
听几出柳腔，感觉都不像过年。远的到王
哥庄、沙子口、错埠岭，近的更不用说
了。”袁雪峰跟着剧团到处跑，把她的声
音和身影留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

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拴老婆橛子”是民间对柳腔的戏
称，意指柳腔深受普通中老年妇女喜
爱，听得挪不动脚。柳腔唱腔多悲调，
有凄婉哀绝、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袁
雪峰说，“柳腔用方言唱词和说白，通
俗易懂，老百姓听着实实在在。它表达

的感情也很充沛，注重刻画人物，容易
引起共鸣。”
袁雪峰1966年离开河西村，跟随

丈夫去了部队。“没有了剧团，不能唱
戏的日子真是难受。”失去了伙伴与观
众，她只悄悄在心里唱和演。十年后，
她回来了，乡间铺天盖地的柳腔热却
不复存在了。河西柳腔业余剧团仍然
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她常回去，和伙
伴们演几出戏。即便难以再找回柳腔
从前的辉煌，这群人也一直坚持唱着。
直到上世纪 90年代，河西村拆迁改
造，排练场地没了，剧团也散了。但是
袁雪峰不死心。她到毛毯厂上班，业余
时间开始教一些对戏曲感兴趣的工友
们学戏。住处搬到北山一路之后，她也
带着街坊四邻学唱柳腔。“走到哪里我
就唱到哪里。”袁雪峰说，“柳腔就像我的

生命一样，对柳腔，我放不下。”
和袁雪峰一样，很多老河西人都放

不下柳腔，柳腔早已成为河西的一种文
化传统。重新找好场地和人员，2004年，
河西柳腔业余剧团重组了，袁雪峰再次
开始跟着剧团排练和演出。剧团复活了，
袁雪峰自己也像获得了重生一样，对柳
腔的满腔热血又有了安放之处。

“教比唱责任更大”

最近，市北区“记忆市北”、李沧区
“群文大舞台”活动陆续启动，袁雪峰经
常被各街道和社区请去表演柳腔。近期，
她一共演出了八场，这是她今年以来最
繁忙的一个演出季。从15岁到79岁，袁
雪峰唱柳腔60多年了。青岛柳腔名家毛
秀梅曾鼓励她，“你怎么也要唱到八十三
四岁。”而她的“野心”不止于此，“演一天
算一天，爱唱、能唱，我就一直唱。”
如今，“老师”是袁雪峰另一个身份。

河西柳腔业余剧团重组之后，她一直
担任团里的指导老师。近几年，她还在
青岛群星会艺术团、北山一路柳腔剧
团等四五个地方做指导老师。有“戏
迷”把自己录的唱段发给她让她指导，
她也乐于给出建议。“教比唱责任更
大,在我这个年纪，还能唱的同时，也
想多教教别人，让更多人会唱柳腔。”
袁雪峰说。
从过去的田间地头到如今的社区

舞台，和袁雪峰一样，很多民间艺人依然
活跃，坚守着他们的柳腔梦，希望让这门
从泥土里长出的艺术，始终牢牢扎根在
“泥土”中。袁雪峰说，传承柳腔，先得让
老百姓都还能听到它，“只有让更多人听
到它，才可能有人喜欢它、学它，柳腔才
能传下去。”

一唱三叹，情系柳腔六十余载
柳腔艺人袁雪峰年近八旬依然活跃在社区文化舞台上

袁雪峰在“记忆市北”活动的演出照。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笑笑 通讯员
李秀林 高验杰 报道

本报5月28日讯 进一步掌握营
区周边安全环境底数，确保部队安全稳
定，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
支队联合驻地大港派出所，对驻地周边
社会治安状况、刑事案件、民族宗教、邪
教组织等敌社情进行了深入排查，准确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进一步增强了安全
防范工作的实效性。
针对营区周边施工人员多、成分

杂、管理难的实际，他们从出入港区的

关卡严起，规范值勤门岗管理秩序，严
格执行进出门岗人员和车辆检查登记
制度。双方通过对信息研究、关键词
检索，加强对重大节日、敏感时期、大
型活动和重点人员情况等涉军、涉密
信息检测预警，成立反恐处突应急分
队，制订出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预
案，不断创新安全管理方式，充分运
用新技术手段，建设智能化安全保卫
系统，对港区人员、车辆、舰船实行
24小时不间断管控，全方位、全时域
筑牢军港安全屏障。

军警成立反恐处突应急分队
建设智能化安全保卫系统共筑安全网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晨 报道
本报5月28日讯 失能老人在家

需要求助怎么办？老人需要上门服务该
找谁？5月28日，洛阳路街道商丘路社
区推出老人智能关爱机器人服务项目，
将为辖区失能老人提供服务。
据了解，该款老人智能关爱机器人

设有红键紧急救助“SOS”键和绿键服
务电话，显示屏底端可插入手机卡。“我
们在机器里储存3个紧急电话，老人一
按下SOS键，首先拨通第一个存储电
话，第一个没人接或拒接的情况下机器

人会自动跳转到下一个，直到有人接起
电话为止。而绿键则为服务电话，可存
储家庭医生、送餐、社区电话等。”社区
治理联盟智能化项目负责人赵汝腾说，
机器人还配备两个通感器，分别遥控红
键和绿键，老人隔着两三米远也能操控
机器人。
今年90岁的社区居民王玉梅常年

卧床、行动不便，她告诉半岛记者，如今
有了机器人，她操作顺畅，王玉梅的儿
子高兴地说：“终于可以放心让妈妈自
己在家里了！”

有了它，独居老人更平安
商丘路社区老人用上智能关爱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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