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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在庞照林家中，他把刚

制好的“二胡”细细打量后，又转轴拨

弦，进行校音。随着悠扬的乐声在院中

飘荡，他的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

今年74周岁的庞照林，周庄镇东崔

庄村民。我县是说唱文化大县，庞照林

自幼经常听说书（曲艺演出）、看大戏。

或者是天生喜爱音乐，每次，他都想办

法凑到乐师最近处，观察他们一招一式

地演奏。一位音乐老师见他这么喜欢

音乐，便教他乐理知识，聪明的他一点

即透。不久，他的横笛吹得清脆婉转，

深得老师和街坊邻居的夸赞。渐渐地，

他忽发奇想，产生了制作乐器的浓厚兴

趣，便琢磨着自己制作乐器。但是，几

番尝试，现实与理想差距很大。一位本

家爷爷看他聪明好学，便收他为徒弟。

经过几年磨炼，庞照林掌握了这些技

艺，“出”了“师”。本家爷爷赠送他一套

锯、凿、斧等工具。1969年，21岁的他独

自制作出了第一把理想的板胡。随后，

渐入佳境，他制作的二胡、曲胡、坠胡、

三弦、简板、梆子、八角鼓等乐器都得到

大家青睐。年年带着他的乐器到“马街

书会”上展示销售。

成家后，迫于生计，他做起了木工

活养家糊口。平时，遇着刮风下雨，他

便操起工具制作乐器，乐此不疲。渐渐

地，他制作乐器的名声传遍了周边乡

镇。周边乡镇的说唱文化爱好者找他

定制乐器；乐器有毛病或者损害了，也

找他修理，修好后，庞照林分文不取。

50多年来，庞照林干中学、学中干，

熟练掌握了诸多乐器的制作方法。据

庞照林介绍，乐器制作是一种特殊技艺，要制作出一件上

乘的乐器，不仅要好的制作技艺，还需要合适的原材料。

一般的二胡、坠胡等乐器使用的是本地的枣木等，昂贵的

乐器用的是不同类别的檀木。琴筒（弦子下的共鸣器）用

不同类别的蛇皮进行“张”（蒙皮）。给琴筒“张”蛇皮，是一

个技巧活儿。琴筒“张”好了，琴声就好听，“张”不好，影响

音质。一把二胡做下来需要四五天时间，卖价1000多元，

材质较好的卖价2000多元甚至更多。由于他制作的乐器

做工精细、音质优良、价格适中，深受大家好评。除在我

县、平顶山市销售外，还吸引了周边郑州、南阳、许昌等市

的说唱文化从业者、爱好者前来定做。2012年6月，庞照林

被认定为乐器制作平顶山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些年，

他还把技艺传给大儿子庞永祯、附近刘湾村的张留记等。

“制作乐器是我一生所好，为此付出了很多精力。50

多年来，我制作的各类乐器将近10000把（副、个），修过的

乐器更多。作为乐器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看到演奏者使

用我制作的乐器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心里甭提多高兴。现

在，县委、县政府很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帮我在家里建了

乐器制作传习所。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

中心每年还为我们60岁以上的代表性传承人免费进行健

康体检，充分说明了对我们的关爱、支持。我将趁着身体

好，进一步把乐器制作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做到我

人生的极致，并把我一生所学传授给所有想学习的年轻

人，把乐器制作这一技艺发扬光大，让乐器弹奏出更加美

妙的乐章，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庞照林充满信心地

说。 （蔡长伟 郭明远 郭敬伟/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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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前夕晚上，笔者走进具有民间传统焰火之

称的“打铁花”村商酒务镇大王庄村。在村南的泥河

河畔看到，观众约二三百人，一个中年汉子一手拿着

盛有铁汁的铁勺，一手拿着未盛铁汁的棒往前方天

空抛洒，火树银花皆落下，似金色光幕垂向水面，又

好似星河坠落（如图）。一时间，观众不禁看得噤声，

紧接着掌声、叫好声、赞叹声此起彼伏。

据悉，大王庄打铁花至少已有三百余年历史了，

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大王庄的村民就在打场的

空地上举行这一活动，形如烟花的火花给辛苦一年

的农民们带来了快乐。打铁花时，先把熔好的铁汁

注入事先准备好的铁勺，打花者一手拿着盛有铁汁

的铁勺，一手拿着未盛铁汁的棒，迅速跑至搭起的棚

下或枝繁叶茂的树下，用棒猛击盛有铁汁的铁勺，使

勺中铁汁冲向棚架或树枝，打花者一棒接一棒，一人

跟一人，铁汁遇到棚顶的树枝而迸散开，五彩缤纷、

霞光满天。

打铁花传统技艺工艺流程复杂，每道工序对匠

人要求很高，这些技艺是大王庄村民长期劳动与探

索的智慧结晶，也是现代技术难以取代的，蕴含着丰

富的科学技术原理，是一份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

如今，在平顶山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发展

中心的精心指导下，在商酒务镇党委、政府坚强领导

下，不断加大商酒务“非遗”保护、保存工作力度，坚

持在传承中发展和创新，提升农村群众文化内涵，不

断开创我县“非遗”工作新局面。（郭文华 文/图）

传统技艺“打铁花” 照亮冬至前夕夜

12月20日下午，室外气温低至零下2度，寒气逼

人。然而，净肠河城区段一青年成功救助落水母子

的视频在朋友圈热传，给这个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一

缕温暖的阳光。

经了解得知，勇救落水者叫王书月，是县融媒体

中心职工，家住中强御金湾小区，紧临净肠河北岸。

“当天下午3点多，我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忽听河

的南岸有人喊，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我向河里

一看，岸边一个六七岁小女孩在哭叫，河里有两个人

在挣扎，溅起片片水花。我见势不妙，来不急多想，

翻越围栏，冲向河边，顾不上脱衣服，就跳入河中，河

水弄湿了裤子，阻力陡然加大，我只好返身回岸，脱

掉外边的棉衣，二次下河，又拖又拽，费了好大劲儿

才将二人救上岸边。”王书月说。

事后得知，该被救的母子也居住在中强御金湾

小区，当天，她领着一双儿女在净肠河边游玩，六七

岁的男孩子不小心掉入河水之中，情急之下，她伸手

救孩子时也滑入河里，由于河护坡是斜坡，她越挣扎

离河岸越远，水越深，体力越不支。由于救援及时，

母子身体状况良好，并于当晚登门致谢！（梁国强）

王书月：勇救落水者 善举暖寒冬

点评：
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在群众生命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顶着

严寒，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成功救出母子二人，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正能量，是一种大

爱。他的善举温暖了社会，温暖了这个冬天，也为我县创建文明城市添了彩。

庞照林在为乐器校音

“作为首批拿到优待证的退役军人，我感到特别

荣幸，感谢党和祖国对我们的关心关爱，优待证是张

名片，是我们身份的象征，我一定保护好这份殊荣，

立足本职，努力工作，让退役军人这张名片永远闪

亮。” 肖旗乡退役军人代表杜少军拿到优待证后高

兴的说道。近日，肖旗乡组织部分退役军人代表，召

开首批退役军人优待证发放仪式。

在优待证发放仪式上，肖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何耀华说:“一张小小的卡片，体现的是关爱，彰显的

是荣誉，优待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体现在精神层

面，同时也是对退役军人保家卫国光荣历史和贡献

的肯定，目的是进一步增强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

和荣誉感，在全社会营造拥军、崇军、爱军的浓厚氛

围，举行这个仪式，也是肖旗乡持续开展拥军优属的

一部分。”

为进一步做好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服务管理工

作，肖旗乡在优待证申领过程中，多措并举、积极推

进。一是广泛动员，做好“宣传员”。通过微信、电

话、实地走访、张贴彩页、公告等形式宣传优待证办

理程序和优待政策，确保政策宣传到每一名退役军

人心中；二是强化培训，做好“办理员”。肖旗乡服务

站对村级服务站开展业务培训，确保熟练掌握档案

填写、申领流程、录入方法等业务，提升优待证办理

质量；三是优化服务，做好“服务员”。乡服务站对前

来办理优待证的退役军人及时答疑解惑，进一步提

升政策待遇知晓率，把矛盾问题、信访苗头化解在基

层。针对行动不便的退役军人，积极开展上门办证

服务，确保政策落实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据了解，

肖旗乡现有退役军人680人，完成建档立卡500余人，

首批出证332人。 （尹素娜）

肖旗乡：小小优待证 浓浓拥军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