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沁阳市实验小学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进
入防疫应急状态，全体师生居家防疫，共克
时艰。学校经过精心研判，多措并举，于1
月10日起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家校合力，确保线上活动效果。该校召
开校委会，研究制订线上教学方案，明确教
学时间、内容、标准和责任人；以年级为单
位，召开年级线上教学会议，对线上教学进
行安排部署；以班为单位，召开线上家长会，
和家长沟通线上教学内容及要求，家校形成
合力。

多管齐下，上好每节线上课程。年级

主任牵头，以年级为单位，设计年级线上教
学清单；各教研组围绕课程，组织教师进行
二次复备；教师采取“线上授课+线下活
动+线上批改监测”的模式，提高线上教学
效率；行管人员线上检查教师教学效果，每
天通报。

创新形式，在“双减”中提质增效。学校
设计居家实践活动清单，利用人人通活动广
场，在全体学生中开展“最美晨诵”“练字小
能手”“锻炼达人”“家务我最棒”等评比活
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开展整本书共读计
划，师生共读一本书，让学生养成读书的习
惯。 （王二星）

沁阳市实验小学

认真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本报讯 为响应全区疫情防控工作的
部署要求，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1月18日
上午，山阳区教育工委迅速召开下沉艺新社
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动员会。

会上，抽调的12名工作人员郑重地在
请战书上签名，并保证：坚决服从安排，迎难
而上，当好“战斗员”，及时报告发现的问题,
当好“情报员”，对防控措施不足提出建设性
意见，当好“监督员”，在疫情防控中作出应

有的贡献。
据了解，抽调的这12名工作人员已于

当日14时30分前全部下沉至艺新街道艺
新社区6个卡点。他们中有4名科长、6名
副科长，其中9名为党员。他们具体下沉任
务是协助社区值勤人员守好防疫“关卡”，在
重点路口值守，开展体温检测、信息登记、劝
导宣传等防控工作。

（杨忠东）

本报讯（记者贺君）为丰富
学生寒假生活，提高学生综合
素养，近日，环南一小为学生们
布置了灵活丰富、形式多样的
寒假作业。

通过学校发给学生的寒假
作业单可以发现，寒假作业根据
不同年级段的学生设计了不同
的作业，包括体育、音乐、美术、
科学、信息技术以及道法与劳技
等门类。作业内容更是丰富多
彩，且更加具有开放性，有要求
学生学做家务，培养生活能力，
感受劳动快乐，感恩回报父母
的；有让学生剪窗花、制挂历、糊
灯笼等年俗作品，感受传统文化
魅力的；还有让学生送妈妈折纸
花、彩泥花瓶等手工新年礼物，

以及要求学生学习年俗传统礼
仪的。

除此之外，学校还要求学生
居家体育锻炼不停歇，虽然放假
在家，但孩子们要隔空对决，每天
进行跳绳、立卧撑、平板支撑等比
赛，一次次刷新自己的纪录，达到
强健体魄的目的。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寒假
作业不仅受孩子们喜欢，也受到
了家长的欢迎。家长们纷纷表
示：“与以往相比，今年的寒假作
业明显更加多元化，希望能够达
到全面提升孩子综合素质的目
的。”“这个作业既让孩子们深入
了解了传统节日文化，也拉近了
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让家庭氛围
更加和谐。”

甲：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就到了
二〇二二年的春节。

乙：是啊。
甲：今天是除夕夜，我们两个给大家

说一段相声：《论二两》。
乙：二两？
甲：不知道了吧！
乙：这有什么不知道的？
甲：您能说出个一两三四五吗？
乙：一两三四五？
甲：觉得别扭是吧，应该是一“二”三

四五。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用“二”，
什么时候用“两”？为什么今年是二〇二
二年，不是两〇二二年，不是二〇两二
年，也不是二〇两两年，更不是两〇两两
年呢？

乙：得得得得，一会儿福建的朋友该
冲过来打你了。

甲：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不过这也
确实说明了，是“二”，还是“两”，这是个
问题。

乙：经典台词不好乱抄的啊。
甲：我今天就来找找规律。首先呢，

说数字的时候用“二”，说量词的时候用
“两”。

乙：您举个例子？
甲：比如说数字，“二”分之一，不是

“两”分之一；“二”点五，不是两点五；圆
周率是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不是三

点一四一五九“两”六；我旁边这位是
“二”百五，不是“两”百五。

乙：你才“两”百五呢！
甲：二百五都说别人是“两”百五。
乙：没听说过！
甲：量词就更简单了：给您说相声的

是“两”个人，不是“二”个人；我这里有
“两”张纸，不是“二”张纸；就连鲁迅先生
也写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
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
树”。

乙：这都背下来了。
甲：那可不嘛，经典台词呀！还有一

个更绝的，今天是除夕，一家人围在一
起，吃着年夜饭，喝着小酒。可是儿子啊
（对着乙），你今天只能喝二两。

乙：占便宜来了。
甲：您看，儿子喝“二”两酒，他不喝

“两”两酒，也不喝“两”“二”酒，更不喝
“二”“二”酒。儿子在家排行老“二”，不
是排行老“两”，大家都叫他“二”郎，不叫
他“两”郎。二郎平时不太聪明，有点

“二”，不是有点“两”。
乙：打住，我有个问题。
甲：问吧，爸爸一定倾囊相授。
乙：又来了。“两点”的“两”，这“两”

可是数字吧，为什么不说“二”点，要说
“两”点？

甲：问你妈去！
乙：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总结出了

一个规律。
甲：行啊“两郎”！什么规律？
乙：这“二”呀，是数字，是国外传进

来的，但是“两”就不同了，是从古至今一
直都在用的，比如说：“两面三刀”“两败
俱伤”“两股战战”“两手空空”“两眼一抹

黑”。
甲：这都什么词儿啊？不对不对。
乙：怎么不对了？
甲：怎么都不对！传统用“二”多了

去了，“二泉映月”“二龙戏珠”“二虎相
争”，《诗经里》有“二三其德”，《孟子》里
有“二者不可得兼”，还有一本书叫《二刻
拍案惊奇》。让我想想，还有“二五八万”

“二道贩子”“丈二和尚”“一佛出世，二佛
生天”。

乙：停停停停，你说的也都不是什么
好词。

甲：欸！这回你倒真说对了，“二”本
来就带有贬义。

乙：比如说？
甲：比如说，“二”百五。
乙：朝那边指去。
甲：还有二把刀，二皮脸，二流子，二

愣子，二傻子，二憨憨。
乙：还真多。
甲：而且意思也不太一样：二把刀有

点菜，二皮脸有点赖；二溜子有点滑，二
愣子有点傻。

乙：一套一套的。
甲：二傻子有点憨，二憨憨有点……

还是憨。
乙：嗨。
甲：而且，“二”和“两”有时候是不能

替换的，一旦换了，别人就听不懂您在说
什么了。

乙：您给举个例子。
甲：比方说这位（指着乙），这位平时

喜欢喝“二锅头”，听“二人转”，拉“二
胡”。前“两天”，他正给他的“二儿子”讲

“二氧化碳”，把他在上“大二”的“二侄
女”也吸引过来了，他“二儿子”正不想学

习呢，就对“二侄女”说：“‘二姐’，我们
‘两个’出去玩吧”，你当‘二连长’，我当
‘二营长’”。他看着孩子学累了，也不忍
心啊，就说：“玩到‘两点’就赶快回家，我
订了‘两点半’的电影票，咱们走过去要

‘二十分钟’呢。”又对他“二侄女”说：“你
‘二舅妈’‘两点二十’左右来接你去逛
街，你可得劝她，那个‘两万二’的包不咋
好看，叫她千万别买。”

乙：真能白嚯的。
甲：要是把“二”和“两”替换了，那可

就全乱套了。
乙：您给表演表演。
甲：这位平时喜欢喝“两锅头”，听

“两人转”，拉“两胡”。前“二天”，他给
“两儿子”讲“两氧化碳”，把他在上“大
两”的“两侄女”也吸引过来了，他“两儿
子”正不想学习呢，对“两侄女”说：“‘两
姐’，我们‘二个’出去玩吧”，你当‘两连
长’，我当‘两营长’”。他看着孩子学累
了，也不忍心啊，就说：“玩到‘二点’就赶
快回家，我订了‘二点半’的电影票，咱们
走过去要‘两十分钟’呢。”又对他“两侄
女”说：“你‘两舅妈’‘二点两十’左右来
接你去逛街，你可得劝她，那个‘二万两’
的包不咋好看，叫她千万别买。”

乙：嚯！
甲：说得我这一头的汗呐！
乙：您别用袖子擦汗呐，给，我这里

有“二”张纸。
甲：所以说，是“二”，还是“两”，这是

个问题。
乙：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是

“两点”，不是“二点”。
甲：您再喝“二两”就知道了。
乙：去你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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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不容辞“课”不容缓

山阳区教育工委

组织骨干驰援社区疫情防控

环南一小

寒假特色作业有看点

本报讯 连日来，针对疫情
形势，马村区东苑学校线上教学
全面铺开，丰富多彩。

据悉，该校选定钉钉和国家
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作为线上教
学的平台，制订线上教学方案和

保证措施，科学安排作息时间，
合理编排线上课程。语数英按
时上课，确保复习效果；体音美
精彩互动，学生兴趣盎然，家长
也纷纷称赞。

（都艳娇）

马村区东苑学校

线上课堂很丰富

编辑 马允安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王 莹 组版 王翠翠

2022年 1月 21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 周末·关注A02

云从龙，风从虎。作为百兽之王，老虎在我国传统文
化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作为是权
力和力量的象征，被人们所敬畏。在文字、语言、诗歌、文学、
雕塑、绘画、小说、戏曲、民俗，以及更为广泛的民间传说、神
话、故事、儿歌等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虎的形象无处不在。十二生
肖中，虎的形象倍受大家喜爱。

太行山脚下的焦作，存在着丰富的虎文化。就拿非遗这颗传统文化中的“活
化石”来说，里面就有虎影跃动、虎啸声声。“耍老虎”是一种民间传统舞蹈，是焦作
少有的能充分彰显一种传统舞蹈形式其共性与个性完美表现力的独特文化现象。

2014年11月，“耍老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焦作各地的“耍老虎”，让我们不亦乐“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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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参加展演活动的小尚参加展演活动的小尚
老虎老虎。。

图图②② 温县耍老虎非遗传承温县耍老虎非遗传承
人郑小永和一起人郑小永和一起多年的多年的““老虎老虎”。”。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②②

温县西周村虎舞：

群虎表演规模宏大

平地斗虎、单桌盘虎、虎盘
单骑、虎盘双骑、虎上高塔……
温县北冷乡西周村虎舞总给人
带来酣畅淋漓之感。2014 年
12月，西周村虎舞被国务院列
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据介绍，西周村虎舞源于
明朝该村的祭神结社活动。清
末民初至上世纪30年代是第一
次兴盛时期，当时的民间艺人
将虎舞与武术相结合，之后又
受传统戏曲和民间传说的启
发，强化情节性、趣味性，创编
出器械斗虎的表演。

上世纪90年代，该村村民
的眼界更加宽阔，吸取其他艺
术形式之长，将过去的单虎表
演发展为群虎表演，表演内容
有平地斗虎、群虎盘桌、虎跃龙
门、虎上高塔等，表演可达两个
小时。个人表演技术也有很大
提升，既能在舞台上开展小型
的精巧表演，又能在广场上开
展规模宏大的群虎表演。

近年来，西周村的斗虎表
演多次参加市、县和其他重大
会议庆典以及工程建设项目开
工的庆祝活动，在我市“一赛一
节”上的表演还被外国友人拍
成录像片传播到海外。

中站常家武虎：

武术底蕴深藏其中

中站区许衡街道东冯封村
的常家武虎历经数百年，久传不
衰，充分体现了怀川大地上千百
年来的尚武之风。去年年底，常
家武虎的代表性传承人常和平
入选第五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常家武虎的“耍老虎”属传
统民间舞蹈，形成于明朝万历
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
史。

常氏家族历代都有习武之
风，常一显、常一贵兄弟武功超
群，为人朴实，享誉乡里，是中
站沿山一带庙会、节日社火的
著名会首。他们从家猫的腾、
跳、扑、卧和森林之王老虎的习
性中受到启发，将武术与虎舞

相糅合，历经近十年的摸索，终
于形成了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
常家武虎。

常家武虎的表演主要由地
虎、山虎和仪仗队组成。地虎
表演着重平地斗虎的翻腾跳跃
和搏击逗趣；山虎表演着重高
台的逐级登高及塔顶穿梭跳
跃、四方盘旋的险趣；还会穿插
人虎斗、虎熊斗以及人虎熊间
的逗引、搏击和戏弄，场面宏
大、热烈，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
观赏性。

春节期间，在我市的优秀
群众文化节目展演中，常家武
虎每年必参加。为一睹常家武
虎的风采，不少中站的父老乡
亲会专门跑到市东方红广场观
看演出。

中站小尚虎舞：

民间舞蹈风格浓郁

“看到小尚虎，浑身抖一
抖；手拿虎头转一转，不是一般
都能干。”在广大观众中流传的
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小尚虎
舞的技艺和功夫之深，影响之
广。

小尚虎舞诞生于中站区府
城街道小尚村，该村是著名的
武术之乡。记者从中站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获悉，清朝道光年
间，小尚村人张书庭自幼习武，
拳艺精湛。他集武艺之大成，
在民间庙会祭祀火神、药王活
动的基础上，将武术和民间舞
蹈融为一体，创编了“耍老虎”
民间舞蹈，后来被称为小尚虎
舞。

经100余年的传承、发展，
小尚虎舞逐渐形成了由刀、枪、
钗等6路虎架，以及平地虎、丘
陵虎、高山虎三种表演形式组
成的精典民间舞蹈。

2019年，小尚虎舞荣获河
南省民间文艺金鼎奖、民间表
演艺术奖，成为我市当年唯一
一个问鼎该奖的项目。

沁阳言状老虎：

惊险性兼具观赏性

你也许见过在地面上表演
的虎舞，可你见过在钢丝绳上
表演的虎舞吗？

沁阳市王召乡言状村的言
状老虎，堪称虎舞中的“天花
板”，惊险性与观赏性兼具。

据言状村的老艺人回忆，

过去每年道教上清派始祖魏华
存（民间称“二仙奶奶”）的祭拜
仪式上，都会有言状村的虎舞
表演。

言状虎舞表演由开场白“疾
三鞭”和拜四方、参神等组成。
其主要器具有老虎、锣鼓，有直
径1米的羊皮鼓一个，直径70厘
米的大锣，直径50厘米的二锣，
直径50厘米的三锣，直径40厘
米的大钹，直径30厘米的小钹，
还有单桌、方桌、古式大柳圈椅、
梅花桩、钢丝绳以及两架高5.6
米的高梯等搭成的天桥。传统
的虎舞表演套路有老虎蹦方桌、
蹦大椅、上3米梯。后来，言状老
虎在表演形式上增加了上梅花
桩、上高桥、高空踩钢丝绳，高度
和难度大大增加，还穿插有搔
痒、洗耳、打瞌睡等逗趣的表演，
颇有杂技范儿。

2011年12月，言状虎舞表
演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
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砖井村狮虎舞：

两大灵兽同场竞技

此外，博爱县砖井狮虎舞，
沁阳市彭城老虎、景明老虎，博
爱县清化老虎舞，示范区北高
村虎舞，也都具有各自的显著
风格，成为怀川大地上虎文化
的表现载体。

砖井村的狮虎表演始于清
朝光绪年间，由于狮虎同台演
出，演技造型独特，表演形式在
豫北地区独树一帜。当时，村
里的狮和虎是两班人马，村中
间以河为界，东头是虎，西头是
狮。民间艺人褚永存等人将狮
虎合一，同台演出，打破了狮虎
以河为界的藩篱。

在砖井村的狮虎舞中，老
虎造型彪悍、动作快捷、威猛，
狮子则文雅温和、滑稽可笑。
它们不停地蹿腾跳跃，做出喝
水、凝视、抓痒、施礼、惊跃、审
视、酣睡、出洞、发威、奋起、上
山等表演，还穿插春秋刀、单
刀、棍、梢等舞者的表演，以及
狮虎庆新春、狮虎上山、二人打
虎、狮虎过桥、寿星收狮等表
演，高潮迭起，妙趣横生。

虎年就要到了，愿我们都
能在怀川非遗中感受生龙活
虎、龙腾虎跃、虎虎生威的精
气神，创造生活的奇迹，
活出人生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