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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周口市委老干部局

周口市民政局

周口日报社

合
办

·银发经济

□通讯员 付平/文 王云龙/图

本报讯 8 月 23 日，由市委老干部局、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老干部学习活动
中心、市文化馆承办的周口市首届银发艺术
（太极、模特）展示交流活动在周口人民会堂
成功举办。 举办本次活动旨在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增强老年群体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活动分为“银姿勃发·乐享人生”太极展
演和“奋进新征程·秀出新风采”模特展演两
部分进行。 经过前期层层筛选，来自全市的
15 支太极健身活动代表队和 14 支模特秀代
表队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在 《太极
剑》《太极功夫扇》《杨氏 32 式太极剑》《陈氏
26 式太极拳》等节目表演中，选手们一招一
式刚柔并济， 充分展现了太极的独特魅力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老年群体对健康生活的

不懈追求。模特身着华美绚丽的服装，迈着坚
定自信的步伐，带来了《追梦》《浪漫风情》《游
子吟》《最美中国》《中华古韵》等精彩节目，彰
显出老年模特优雅自信的气质和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现场观众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对选手们的精彩表演发出由衷的赞叹。

“周口文旅”视频号、抖音号及“文化豫
约” 等平台对本次展演开启线上同步直播，
6.74 万名观众聚集在“云端”，为参演者点赞
喝彩。

鹿邑县的《太极功夫扇》、川汇区模特秀
《盛世欢歌》等节目荣获特等奖，《陈氏 26 式
太极拳》《浪漫风情》 等 4 个节目荣获一等
奖，《追梦》《杨氏 32 式太极剑》 等 9 个节目
荣获二等奖，《太极养生杖》 等 14 个节目荣
获三等奖。

选手们的精彩表演彰显了他们学而不

止、乐在其中的积极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精神
风貌。 此次展演活动，为老年人搭建了一个
丰富生活、 展示自我的文化艺术交流平台，
为我市全民健身的广阔蓝图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周口市首届银发艺术展示交流活动成功举办

“当———当———当———”您是否还记得小学时校园
那清脆的铃声？ 每日清晨，伴随着这悦耳的上课铃声，
我们开启了学习活动。 上世纪 70 年代初，在豫东农村
的小学里， 上课铃声是依靠长长的麻绳拉动钟舌敲打
铃身而发出的。我的少年时光，就是在这样一所平凡的
村小学中度过的。那时，全校 100 多个孩子完全凭借这
质朴的铃声来指挥日常的作息。 50 多年过去了，那“当
当当”的铃响虽已极少听闻，却始终在心头萦绕，难以
忘却。

彼时的农村，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村办小学宛如一
座宁静的知识殿堂，安然坐落于村东头的黄土岗下。一
排土墙瓦房，既是教室也是老师的办公室。

初入学时的情景至今依然清晰如昨， 其中记忆最
为深刻的，当属那手摇铜铃发出的声音，预备铃是“叮
铃———叮铃———叮铃———”。由于教室有限，一年级刚
开学时， 我们在学校东边黄土岗上大杨树下的树荫里
上课。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繁茂的枝叶，轻柔地洒落
在前方的黑板上。当听到岗下校园传来的手摇铜铃声，
我们便带着小板凳，整齐有序地坐好，就此开始一天的
学习。由于没有书桌，我们写字时只能将课本垫在双腿
上，一笔一划认真地书写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就在那
片树荫下，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两个月。 秋风渐凉，落叶
飘飞， 我们又搬到了学校墙外第二生产队的磨红薯粉
的房子里。 屋内弥漫着红薯粉的香气，尽管简陋，却能
遮风挡寒，这让我们深感满足。 然而，因为身处校园之
外，所以就只是依稀听到学校里的上下课铃声。调皮的
孩子估摸该下课了，便举手报告：“老师，我听到下课铃
声了！ ”老师一脸疑惑：“我怎么没听到？ ”正说着，校园
里传出“叮铃———叮铃———叮铃———”的下课铃声，全
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也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我们回到了学校，却要和另一
个年级共用一间教室。 这间教室空间狭小、声音嘈杂，
我们非但没有心生抱怨， 反而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
学习机会。 这时，手摇铜铃因长久使用而损坏，有时无
法摇响。于是，学校老师在一棵树上挂起了生产队用坏
的铁犁铧， 用铁耙齿敲击， 声音清脆而响亮。 那 “当
当———当当———当当———”的上课铃声，恰似催征的战

鼓，无论我们在厕所还是正在玩耍，只要听到铃声，都
会飞奔回教室。

时光匆匆， 升入三年级， 我们再次告别学校的教
室，搬到了第三生产队一农户家的磨坊。那时的教室里
既没有电风扇，更不知空调为何物。春秋天上课还算舒
适，初夏时则热得如同蒸笼。 不过坚持 20 多天就放暑
假了，不知不觉也就熬过去了。 最难熬的要数冬季，豫
东的冬季相对漫长。 清晨，天色还未亮，我们就背着书
包，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磨坊。 走进
磨坊，寒冷仿佛凝结成冰，冰冷的空气瞬间将全身紧紧
包裹。 耳朵冻得失去知觉，双手冻得通红，僵硬得几乎
握不住铅笔。

因为三年级的我们离学校较远，学校购置了一个小
铁钟挂在高高的大杨树上，“当当———当当———”的上课
铃声能够传遍整个小村庄。 在这极度寒冷的环境中，只
要听到上课铃声，我们就会坚持到教室学习，只为心中
那对知识的渴望之火不被严寒熄灭。 在这磨坊教室里，
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坚韧与团结，一起度过
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日子，相互鼓励、相互帮助。

四年级时，学校新盖了一排教室。我们满心欢喜地
回到学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教室。 那一刻，喜悦如同
花朵在心中绚烂盛开。 那略显破旧的桌椅、 掉漆的黑
板，在我们眼中却无比珍贵。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简
陋的学习条件从未浇灭我们心中对知识的渴望之火。
只要上课铃声一响， 老师和同学们都会精神抖擞地走
进教室。正是这份执着与坚持，让知识的火种在每个人
的心中熊熊燃烧。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进步，办学条件日益改善，上
课铃也不断更新换代，电铃、音乐铃、智能个性化语音
铃层出不穷。孩子们既能清晰知晓上下课的时间，又能
在美妙的铃声中愉悦身心， 这在我们上学时是想都不
敢想的。如今，每当回忆起那段在磨坊教室里的求学时
光，听着远处传来的上课铃声，心中依然充满温暖和力
量。 它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
路，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勇往直前，不断追求知
识的升华和心灵的成长。

（作者系周口市政府办公室退休干部）

难忘校园的铃声
■周保堂

双调·得胜令（三首）
■庞黎明

乐园

春赏百花欢，夏看万荷喧。 秋采丰收
果，冬迷滑道间。 苍山，群岭如琼苑；乡关，
桑田似乐园。

咏秋

秋日照秋田，秋韵绕秋园。 秋储丰登
果，秋摘如意莲。 秋山，秋色一幅卷；秋天，
秋云万座山。

童趣

下地抱香瓜，上树套爬叉。 家长白愣
眼，村娃笑掉牙。 啊啊，爹妈别真罚；哈哈，
打咱不进家。

模特秀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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