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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真精神啊！得有30多年没见
你们这身行头了！”9月10日，在临清市
新华路街道华润社区林园文化大院内，
新华林园渔跷会的表演者对“白蛇”“渔
翁”的扮演者张大鹏、张继东笑言。

踩高跷，有步步登高之意，渔跷会
是踩高跷游艺活动的一种，以“渔翁”为
主要表演人物。中秋节当天下午，林园
居委会组织渔跷会队员在林园村开展
节目展演，顺着蜿蜒的主干道，30多名
队员锣鼓伴奏，20多名表演者双脚踩踏
板在地上蹦跳走动，高跷腿分高、中、低
三种“腿子”，从30公分至100公分高度
不等，重量3至5斤，每副“腿子”配6个
铜铃，并画有“祥龙云纹”图案。

活动开始，踩高跷的“头棒”“二棒”
开路表演，“渔翁”“青蛇”“白蛇”“樵夫”

“大闺女”“公子”等人物随后。斗舞中，
双蛇彩嬉、渔翁撒网、樵夫砍柴、鹞子翻
身、下叉、剪子股等动作轮番上演，加上
车鼓、腰鼓、高低虎音罗、云锣、旋子等
配合，鼓点铿锵有力、节奏明快。

“人人会高跷，家家都参与。”张新
清、张继文是老林园人了，他们回忆，二
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中秋节、春节，
村里的老艺人就走街串巷出来表演。
老人搬着马扎坐在路边，大人抱着孩子
翘首以望，小孩子在表演者旁边跑前跑
后，那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刻了。

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昔日的林园

渔跷会是从林园村中发展起来的民间
社火游艺项目，如今在临清市文旅部门
的帮扶下，在老艺人的守正创新中，成
为了一项群众性技艺表演。

要说新华林园渔跷会，不得不提的
就是孕育这项传统技艺的沃土。林园
村是明朝初期遗留下来的古村落，有
600多年的历史。如果跟随《临清文史》
第一辑中王洪辰老先生的《临清十六景
考述》来漫游临清这片热土，林园村是
必经之地。

所谓临清十六景，是民国二十三
年（公元 1934 年）张树梅编纂《临清县
志》时，在原来临清十景的基础上加上
六景而成的。临清十景首见于清朝乾
隆十四年（公元 1749 年）王俊编纂的

《临清州志》。临清十景为：卫浒柳烟、
汶水秋帆、官桥晓月、津楼夜雨、南林
双桧、东郊春树、土山远眺、平冈积雪、
塔岸闻钟、书院荷香。增加的六景是：
鳌矶凝秀、凤岭钟英、泥寺春晖、古槐
荫井、南亭观化、东郊孤松。十六景之
一的古槐荫井就在林园。在砖城东门
外、林园村东北角的原张树梅家打谷
场边有古槐一株，干高八尺（1 尺约合
0.33米），围长两丈（1丈约合3.33米），
虬枝蜿蜒，叶遮碧空。荫下有水井，树
影倒映水面，别有奇致。

新华林园渔跷会大致产生于民国
初年，当时，林园村村民为养家糊口，经
常结伴外出做小买卖，在外地见到有民
间踩高跷的艺人，一些村民便用心记

录，虚心请教，并将踩高跷的技艺带回
本村，后经老艺人在尚店仓上村等多地
学习交流才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新华
林园渔跷会的基本模式。

“一开始组建新华林园渔跷会时只
有 20 多个人，后来大家都意识到保护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加入，还有六七个年轻人，老中青
三代开始接力跑。”新华林园渔跷会会
长侯少坤介绍，12岁的赵春琦就是其中
之一，他是“白蛇”的扮演者。

“刚练那会儿，需要手抓着两个绳
子练习平衡，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但是
因为很喜欢，还是坚持下来了。”赵春琦

是队伍中年纪最小的，练习渔跷会刚
满一个月，因为看着舅舅在家里经常
排练表演，自己也慢慢喜欢上了这项
民间技艺。

新华林园渔跷会承载着临清的风
土人情、生活习俗。“优秀传统文化，只
有坚持才能发扬光大。”林园网格党支
部书记王秋祥介绍，目前，林园居委会
分别在林园建立了4个传承分队，在村
居大院成立渔跷会总会，吸纳居民爱
好者70余名。此外，还成立了首支“女
子腰鼓队”和“少年高跷队”，每周六下
午在居委会大院进行渔跷会的技艺传
授。

一门行走的艺术
两根木棍的精彩
——临清新华林园渔跷会演出侧记

“到莘县就像回到了家！”
本报记者 苑莘

“工作人员每天不辞辛苦，给我们
提供贴心周到的帮助，非常感谢。”

“收到午餐，非常丰盛，感谢各位工
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到莘县就像回到了家！”
9月13日中午，莘县某集中隔离点

健康监测群里的群众对工作人员表示
感谢。

这段时间，莘县集中隔离点工作
人员异常忙碌。9 月 10 日晚上 9 时到
11 日凌晨 3 时，莘县连夜接驳济宁市
疫情风险人员302人，分别入住该县4
个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

“正逢中秋佳节，大家大老远来到
莘县，无法和家人团聚，我们理应为他

们提供最温暖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莘
县待客的热情。”9月13日上午，回顾刚
刚结束的中秋假期，莘县农发酒店隔离
点点长、县卫健局二级主任科员韩景国
介绍，节日期间，大家奋战在抗疫一线，
以“白加黑”“24 小时在线”的工作状
态，用真情守护隔离人员的身心健康，
贴心照顾隔离人员的生活所需，用行动
践行了疫情防控的责任和担当，真正做
到了“隔离不隔爱、隔疫不隔情”。

香蕉、苹果、水煮鸡蛋、冬瓜炖排
骨、鸡肉……各集中隔离点提高了用餐
标准，精心准备了热腾腾的“中秋套
餐”，一日三餐荤素搭配、营养合理，获
得隔离人员的点赞。同时，隔离点的环
境也令人感到温馨，每个隔离房间均配
备了电视、空调、无线网络、八段锦图解
等，各种生活用品和消毒液、口罩等个

人疫情防控用品齐全。工作人员还指
导隔离人员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免疫
力。为方便交流，隔离点工作人员还建
立了微信交流群，隔离人员只要将自己
的需求在微信群里一说，工作人员会立
即帮助解决。对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
儿童，隔离点的医疗团队会认真为其做
好健康查体、医疗救治，确保所有人都
能平安度过隔离期。

“集中隔离期间群众活动受限，生
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可能会带来一
些心理压力，尤其是中秋节期间无法与
家人团聚，可能会有焦虑紧张情绪，针
对这种情况，隔离点心理咨询团队积极
开展心理咨询及危机干预工作，帮助群
众克服负面情绪，以健康、乐观、积极的
心态面对疫情，让隔离人员住得安心、
暖心、舒心、放心。”韩景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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