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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平县长山镇北前村的一
处沿街房里，每天都会传来悠扬
的京胡声和高亢的京剧唱腔。来
自方圆几十里的戏迷们聚集在一
起，你方唱罢我登场，乐趣十足。

这处沿街房不是专门的娱乐
场所，而是农民戏曲爱好者李经
太的家。“从我20多岁的时候，
就开始有戏迷找到我家里来，我
们一起拉，一起唱，到现在得有50
年了。”李经太说。

李经太今年75岁，很小就开
始跟长辈学唱戏，6岁时还被送
到剧团学习两年。成年后，李经
太一边务农一边拉京胡、唱大戏，
他也因此在周边镇村出了名。

李经太家里不仅他一个戏
迷，他的老伴在世时也喜欢唱，儿
子、儿媳也都非常喜爱京剧，一家
人晚饭后一收拾碗筷便能唱上一
出。村民只要听到京胡一响便也
纷纷前来凑个热闹，渐渐地附近
几个村的京剧爱好者都会来这里
过把戏瘾。农闲时节，甚至还有
淄博市周村、桓台的一些戏迷慕
名而来。

“老李人缘好，大家都愿意来

他家玩，每次他都准备好热水和
茶叶，冬天开暖气，夏天开空调，
在他家里唱戏很舒服。”来自大由
村71岁的戏迷王忠泉高兴地说。
王忠泉与李经太20来岁就在一起
唱戏，是李经太家里50多年的铁
杆戏迷，两人一个拉二胡，一个打
鼓，配合默契。邹平县明集镇戏
曲协会的李运华也是李经太家的
常客，他说：“在这周边，要说京剧
俱乐部水平最高的非这里莫属
了。我来主要是想‘取经’。”

目前，汇聚李经太家的戏迷
们固定的有20多人，是一支老中
青结合的队伍。在自娱自乐的同
时，他们还自编自演了《三娘教
子》《二进宫》等多部剧目，经常去
周边村里义务演出，很受群众欢
迎。多年来，李经太组织的剧团
多次代表长山镇参加邹平县的农
村文化艺术节、京剧大奖赛等活
动并获奖，他本人也获得了“山东
省农村优秀文化人才”、邹平县

“优秀伴奏师”等荣誉称号。
李经太最大的希望是这个农

家“京剧俱乐部”能后继有人，把
戏曲文化传承下去。

长山镇有个农家“京剧俱乐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通讯员 杨莎

李经太组织的剧团多次登台献艺。

在这个农家“京剧俱乐部”里，常年有戏迷朋友们来相聚。

在李经太家，京胡、戏服等装备一应俱全。 严寒酷暑都挡不住戏迷们的热情。

邹平举办首届文化艺术创意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董乃德

11月24日，
邹平县举办首届
文 化 艺 术 创 意
展，从全县500多
家艺术培训机构
选出18家代表进
行了手工制作、
舞蹈、绘画等艺
术形式展演。文
化艺术创意展展
示了该县近年来
艺术培训成果，
吸引了众多参观
者学习和参与。

一家舞蹈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用模型展示培训的舞蹈类型。

一家美术教育机构工作人员进行陶艺展示。

一家声乐教育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手鼓表演。

近日，博兴县第一小学开展“巧手做美颜 热爱大自然”活动。孩子们发挥想象
力，拿起彩色画笔在梧桐、白杨等各种落叶上描绘出美丽图画，给落叶做“美颜”。这
次活动让他们用心感受落叶传递的大自然气息，从小树立保护生态的意识。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陈彬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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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落叶做美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