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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刹梅山寺、自然奇观猴子拜观音，再加上独具特色的民居，娄底市新
化县奉家镇上团村可谓是一块养在深闺的神奇乐土。作为娄底的首个中国传统村
落，随着慕名而来的游客不断增多，上团村也出现了一个由 37 名农村妇女自发
组建的“中峒梅山演艺团”。她们自掏腰包、自办节目、自发排练，虽然成立仅半年，
却推出了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节目，如草龙舞、扇子舞、群舞《红色娘子军》等，
更是受到游客的追捧。

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近这支“演艺娘子军”，听听她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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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有支善舞草龙的“演艺娘子军”

“你不晓得，我们这里的女

人以前每天打牌，除此之外没

事做。”奉仔兰是中峒梅山演艺

团的副团长，说起当初成立演

艺团的原因，她开始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自爆“家丑”。

原来，上团村的传统是男人

外出打工，女人在家带崽。所以，

忙完农活之后，空闲下来的女

人只能靠打牌来打发时间，“打

得还蛮大，一个晚上输赢好几

万都有可能。”奉仔兰说。

有天散步的时候，奉仔兰突

发奇想，跟村里的妇女主任张

琼提议说 ：“要不，我们就组织

个演艺团吧，把妇女集中起来

搞训练，这样大家就不会只知

道打牌了，还可以为村里的旅游

发展做贡献。”

两人一拍即合，便开始挨家

挨户劝说大家加入。

“ 开 什么 玩 笑， 就 我 们 几

个女人还能搞这个？”一开始，

上团村的不少妇女对于成立演

艺团并不感兴趣，她们认为自己

“只会干粗活，哪会弄这些秀气

事儿”。好在，奉仔兰和张琼人

缘不错，大家冲着她俩的面子，

这才勉强答应试一试。

要成 立演 艺团，首先 就 得

有服装、道具，可钱从哪里来？

村委会资金紧张，给不了任何

支持，只能靠自筹。在张琼的张

罗下，大家除了负责自己的服装

道具钱外，还需要分摊一部分

购买音响等设备的钱。“到现在

为止，演艺团的成员每人都已经

出了有两三千元了。”张琼说。

节目的创新对于演艺团来说

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上团

村这样的旅游开发村，演艺团

还能发挥对外宣传推广、吸引

游客的作用。张琼和奉仔兰不

敢儿戏，为了让节目充分体现

新化梅山文化的精髓，她们不

仅经常去请教深谙当地风俗的

老人家，还特意聘请村里的梅

山文化研究者奉云星当顾问。

“我们的很多节目都是有独

特的文化含义的，比如舞草龙，

在正式开始之前，按照习俗，要

先请法师祭祀，舞完之后也是

如此。”奉云星告诉记者，演艺

团的草龙长 17.9 米，由 12 个人

花了 45 天才制作完成。“注重

细节才能更好地传承，也能让

我们的孩子和外面的游客都感

受到梅山文化之美。”奉云星说。

告别牌桌，37 名农村妇女成立演艺团 

尽管有了劲头，但因为

大家都没有任何舞蹈基础，

所以要搞好演艺团并非易

事。

27 岁的刘爱平在演 艺

团里算是年轻的了，但每天

五六个小时的排练，她都有

点吃不消。“从演艺团成立

到现在，我们每天早上练两

个半小时，晚上再练三个小

时，一天下来，胳膊酸得没

法举，大腿疼得上厕所都

蹲不下去。”刘爱平说，打

鼓、舞龙都是体力活，在别

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男人

在搞。

因为身患乳腺癌，42 岁

的谢小兰已经经历了三次手

术。尽管身体不好，但她一

直坚持排练和演出。谢小兰

说，其他成员一直对她照顾

有加，也让她更加珍惜演艺

团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除了练好基本功，演艺

团的节目内容也在不断更

新，她们先后创作了器乐合

奏《金蛇狂舞》、情景剧《红

色娘子军》、戏剧《霸王鞭》、

《舞草龙》等，受到了外地

游客的一致 好评。湖南人

文科技学院的全国大学生

龙狮培训基地教练谢春秋

在观看了《舞草龙》后，用

了三个“想不到”来形容自

己的感受——想不到这群

“娘子军”真能舞上一两个

小时，在别的地方，舞草龙

因为极耗体力，一般由男演

员担纲；想不到政府没投

入一分钱，还能舞出这样的

高水平；没想到传统的打

击乐器，也可以完美的融合

到舞龙表演中去。

由于上 团 村 曾是 红 二

军团长征司令 部旧址，时

任团长的贺龙在此停留过，

为了充分发掘红色旅游资

源，演 艺团的妇女们还自

发编排了《红色娘子军》等

节目。通 过舞草龙、重 走

红军路等方式在村头、溪

边、 山 涧 进 行 民 俗 表 演，

以特有的方式进行红色旅

游宣传。

表演出彩，国家级舞龙教练连说三个“没想到”

自 从 参 加 演 艺 团 后，

村 里 打 牌 的 妇 女 就 很 少

了，她们的事业也得到了

越 来越多人的认可。今 年

10 月 13 日， 央 视 7 台 的

记 者 专 程 前 来 采 访， 对

这 支 以“ 弘 扬 红 色 文 化，

促 进 乡 村 旅 游 ” 为 己 任

的 演 艺 团 大 加 赞 赏。 今

年， 中 峒 梅 山 演 艺 团 还

被 评 为 娄 底 市 巾 帼 志 愿

者先 进集体。 

荣誉接踵而来，团员们

家人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起

来。“村里有个男人，虽说

家境一般，但为了支持妻子，

还特意捐了 2 万元给演艺团

添置设备。”张琼说，如今

只要演 艺团有事，大伙儿

都特别热心，经常会有七八

十岁的老人家主动要求参加

演出，80 多岁的贺凤 英就

是演出志愿者之一。

“到目前为止，演艺团

一直都是免费义演，只要

游客和乡亲们想看，我们

随时都能开始表演。”奉仔

兰说，现在她们都有个愿

望，那就是希望政府能够

出资，帮助修建一 个表演

场地。记者在上团村看到，

现在演艺团表演用的场地

就是上团完小的操场，没

有水泥硬化，泥土地不仅

不平整，只要稍微下点雨，

就连行走都不方便。

得到认可，丈夫捐 2 万元助力妻子事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陈泱）爸爸、妈妈、孩子，

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基本组

成方式。但随着我国不孕

不育率的上升，每 8 对育龄

夫妇中，便有 1 对面临生育

方面的问题——辅助生殖

技术，作为老百姓多层次医

疗卫生服务需求中的一种，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12 月 15 日， 长 沙市 举

行 2015 年院士专家工作站

建设工作会，长沙生殖医学

医院（长沙高新医院）等 11

家企业获批成立院士专家

工作站。市领导程水泉、何

寄华、谢明德等出席会议，

副市长何寄华亲自为长沙生

殖医学医院授牌，并称此

站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市级

公益性医院建站零的突破。

据介绍，长沙市院士专

家工作站建设自 2013 年开

展以来，全市上下通力合作，

目前，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建站已达 28 家，吸引了 35

位两院院士、269 位创新团

队专家投入到 98 项研发合

作项目当中，已从面上推进

与数量扩张成功过渡到内

涵与质量双提升的新阶段。

“早在 2012 年 2 月，长

沙生殖医学医院就与我国著

名生殖生物专家、中国科学

院刘以训院士合作开展科研

项目。”长沙生殖医学医院

院长刘习明介绍，项目内容

为试管婴儿和“非梗阻性无

精子症”精原干细胞与支持

细胞培养两项重大科研课

题的临床应用与研究，目前

项目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今

年 6 月10 日，长沙生殖医学

医院特向长沙市院士专家工

作站建设领导小组申请建立

院士专家工作站。

刘习明表示，医院将进

一步开展脐带间充质干细

胞、脐 带血 造血干细胞等

的研究，促 进我国生殖医

学和干细胞领域尖端科技

的发展，以此满足群众更

高、更新的要求。

据悉，长沙生殖医学医

院自 2012 年试运行“试管婴

儿”项目，至 2013 年 12 月

正 式运行，共完成试 管婴

儿 250 例， 临 床 怀 孕 率 达

52.8% ；2014 年完成试管婴

儿 700 例， 临 床 怀 孕 率 达

56%；2015 年 1 月至 11 月共

完成试管婴儿 1200 例，临

床怀孕率达 62.8%，远高于

35% 的国家标准。

■资讯

试管婴儿成功率达 62.8%，获批成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长沙生殖医学医院：用高新技术满足群众“高新”需求

12 月 15 日下午，长沙市举行院士专家工作
站授牌仪式，市领导亲自为长沙生殖医学医院授
牌，并与刘习明院长（右）亲切握手。

演艺团经常在田间地头舞草龙，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