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谣》 《共和国之恋》， 气
势恢宏鼓舞人心； 《在希望的田野
上》 和《时间都去哪儿了 》 优美
熟悉的旋律让台下观众不禁轻声
合唱。 昨天， 东城区崇外街道社
区举办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群众汇演活动。 辖区职工艺
术团大合唱曲目表达了人们对祖
国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100
余名社区职工和群众参加汇演。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周美玉 通讯员 徐
娜） 昨天， 位于昌平区天通苑
的祥和珠宝古玩城二期建成开
业 ， 凭借其5万平方米的经营规
模， 成为京北最大的古玩市场。
据昌平区文化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 ， 今后计划以该古玩城为基
点， 带动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及旅
游业发展。

据了解， 昌平区天通苑的祥
和古玩城二期有5万平方米的经
营规模、 700余个商户， 主要销
售各种古玩艺术品、 珠宝饰品、
玉器， 以及名人字画。

近年来， 昌平区连续举办5
届古玩节， 每届活动日均客流1
万人 。 “昌平的专业藏友就有
2000多人， 这是发展古玩产业的
人脉基础。 为了保证广大收藏爱
好者利益， 古玩城与各商户签订
了质量协议 。” 昌平区古玩艺术
品收藏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何如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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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彧 文/摄

在朝阳文体中心地下一层的
练功房里， 一群舞者在这里尽情
舞动。 她们时而大跳， 时而脚尖
点地 ， 时而劈叉……曼妙的舞
姿、 娴熟的动作、 极富感染力的
表情无不让人确认这是一群专业
的芭蕾舞演员的排练现场。 然而
在与这群舞者的指导王青交谈
时， 才知道原来她们都是来自各
行各业的普通职工。

普通职工化身专业舞者
今年62岁的王青是这支名为

“清青舞苑” 舞蹈团的老师兼编
导， 虽然已经年过花甲， 但岁月
的痕迹好像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
过多的印记， 她笑称这要归功于
舞蹈的魔力。

在剧院长大的经历， 让王青
从小就受到了艺术的熏陶， 练功
房只要空下来， 她就会像大人一
样在里边有模有样地练起来， 看
排练、 看练功成了幼年时候王青
最大的乐趣。 虽然没怎么接受过
指导， 但硬靠着对舞蹈的兴趣和
天赋让王青在16岁的时候被选入
了部队文工团。 当兵对于王青来
说 ， 无疑是一件让她高兴的事
情， “那个年代如果不当兵就得
上山下乡， 我算很幸运了。” 王
青说。 在部队的十年里， 王青苦
练舞蹈并学会了当编导。 转业后
因为工作繁忙， 让王青与自己的
这个兴趣失之交臂二十年。

期间王青做过校长 ， 经过
商， 在1999年的时候， 王青觉得
自己身材有些发福， 于是想到重
拾舞蹈。 二十年没有练舞的王青
在北京报了一个舞蹈班， 上了几
节课后 ， 她就觉得有点不是滋
味， “那个老师教的说实在的还
没我好呢。” 在跟朋友交流自己
的这个想法后， 朋友的鼓励让她
有了开班教学的想法。 多年不练
舞再加上身材走形王青觉得自己
已经无法登台表演了， 虽然觉得
很遗憾， 但她对于舞蹈的激情从
未改变， “不能跳我就来编舞。”

主意打定后， 1999年王青的
舞蹈班便开业了。 与其他的舞蹈
班不同的是， 不仅舞团所有的舞
蹈都是由王青自己编排， 同时王
青的舞蹈班学员都是通过口口相
传、 朋友介绍朋友来上课， 学员
涵盖各行各业， 公司高管、 外企
白领 、 学校教师 、 机关公务员
……10余年来， 到如今最开始的

学员仍然有很多还在跟随着王
青。 2009年， 王青把自己的舞蹈
班改名 “清青舞苑”， 由单纯的
舞蹈班转变为舞蹈表演队。

50岁开始练芭蕾
如今的 “清青舞苑” 总共有

20余名舞者， 年龄下到20多岁上
到60多岁， 涵盖范围相当广泛。
在多数人的眼里舞蹈很吃 “童子
功”， 尤其是芭蕾舞这种外行看
起来难度系数很高的舞蹈形式 。
然而王青对此却并不认同， “只
要你热爱， 其实每个人都能跟着
适应。” 王青为此举了一个例子：
“就比如我们之前排练过的舞蹈
《清明上河行》， 其中有一个倒劈
叉动作 。 劈叉对于练过功的都
行， 往前下没问题， 但手不许扶
地倒着下去， 就比较难了。 我就
一直让她们练， 练了一年就连那
些50， 60岁的都行了。

今年52岁的袁静是朝阳区国
资委的一名职工， 来到舞苑已有
3年。 相识 “清青舞苑” 可谓纯
属偶然， “一次单位组织活动，
单位请王老师来排舞， 排完节目
后， 老师说我们那里有一个舞蹈
队， 要不要到那里来看看， 我就
欣然接受了。 由于我小时候在文
艺宣传队， 有艺术情结， 毕业后
工作忙就没有接触， 以前也不知
道有这种团体， 自从排了这个节
目， 我就跟着学， 感觉很不错。”
袁静说。 刚来舞苑的时候袁静已
经50岁了， 再加上自己没有练舞
基础， 当时感觉很紧张， 怕给队
友拖后腿， 不过在跟着看队友们
跳舞的过程中， 袁静的自信渐渐
增强了 ， “觉得自己也能行 。”
当时舞苑很快要迎来一场表演，
王青希望袁静能上台， 这给袁静
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动力 ：
“一个月的时间， 我路上听音乐，
临睡觉也听音乐， 最后把音乐都
吃在脑子里 ， 再加上平时的勤
练， 我觉得我比别人付出的努力
要多。” 她说。 一个月后， 就在
参加比赛的时候袁静就能劈叉
了。 那次的表演成功也给袁静继
续练舞带来了动力， 而舞蹈也给
她带来了很多欢乐， “在这里最
大的收获是快乐， 一方面我的工
作压力挺大的， 觉得在这里是一
种特别好的减压方式； 另一方面
是这个集体很好 ， 来这里很高
兴。 我觉得只要你喜欢， 不管多

大岁数都可以跳， 练舞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功夫的积累。”

职工舞团屡获专业大奖
在王青看来， 自己的舞团各

个年龄段都有， 就是为了把这些
舞者混在一起，让年龄感不会太
强 ，使观众觉得这支队伍挺年
轻的 ，可看性好一点 。 王青说：
“毕竟舞蹈是想带给人美感，我特
讨厌那种说我们舞蹈队平均年龄
多少岁的， 舞蹈不是博同情的。”

在记者采访当日， “清青舞
苑” 正在为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
档节目而排练， 在现场， 记者注
意到这些团员在练舞时神情专
注， 而在休息时则有说有笑， 大
家俨然是好朋友一样， 这也是让
王青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十
多年了， 我们的队员从来没有矛
盾， 大家总会一起出去吃饭、 庆
祝， 应该说我们舞蹈队的气氛还
是很融洽的。” 外企职员张瑾很
同意王青的说法， 小时候曾经练
舞的她最近几年也报过不少班，

但一直觉得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
地方， “别的班特别死板， 就那
么几个动作教你练， 没有这里那
么活跃， 王老师会结合每个人的
实际情况去编舞， 同时队内的气
氛也特别融洽。” 找对地方的张
瑾现在只要不加班或没有特殊的
事情都会来这里练舞。

“清青舞苑” 一周只有两天
的练舞时间， 即便如此， 舞团却
频频能拿到专业大奖， 这在王青
看来是由于自己的舞团从来没有
放弃基本功的练习。 虽然在大小
比赛中， 王青总能收获创作奖，
但最令王青骄傲的事情 ， 却是
2009年舞团去黑龙江参加全国比
赛收获双金奖的荣誉， “那次比
赛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央电
视台， 中国文联， 中国舞蹈家协
会合办的比赛， 规格非常高， 那
次我们拿了创作奖和表演奖的双
金奖， 我觉得拿了表演金奖要比
给我创作金奖要激动多了。”

如今， 这支由职工组成的舞
团仍然活跃在大小舞台为观众带
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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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心心共共舞舞

普通职工化身专业舞者

崇外街道办文化展演

京北古玩城开业
促昌平文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