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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街道青年舞动青春

“虽然顶着酷暑 ,我们团队的一百名年轻人都没叫过苦 ,虽然
家里还有母亲要手术,我们的领舞老师也坚持教完了最后一节课！
虽然训练的过程很辛苦， 但国庆六十周年的当晚我们在天安门
广场舞动起来时， 每个人的心里都只剩下了激动和自豪！” 回想
起五年前带领德胜街道的近百名年轻人进行集体舞训练， 参加
天安门广场的国庆庆祝活动， 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
祥还是很激动。 拿着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下的珍贵照片， 他
指着上面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告诉记者， 当年他们不少是刚毕业
参加工作的大学生， 而现在都已经是街道和社区的骨干， 活跃
在为群众服务的各个岗位上。

从接到国庆集体舞演出任务的第一天起， 陈洪祥就全心全
力的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当时德胜街道参与人数达100人， 百人
的集体舞， 从组织到训练都存在不小的难度。 为此， 他积极筹
备， 开拓思路， 将100名参加人员分为10组， 每组设1名组长，
并设办公室、 活动组、 安全保卫组、 后勤保障组， 分管各项事
务， 确保训练顺利完成。 在训练工作中， 按照区统一部署， 他
安排完成100人的政审工作； 组织召开全体参演人员动员大会，
对集体舞排练进行周密部署； 街道共训练18次， 每次训练大到
场地协调， 小到后勤保障饮用水， 他都亲自过问， 并现场指挥
每一次训练， 获得参加人员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当时， 街道安排了四位教练老师带领这帮年轻人进行排练，
她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年纪。 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老师一遍一遍
耐心教着这百人的大型集体舞。 不喊辛苦、 不怕劳累， 嗓子喊
哑了， 用高音话筒。 大家在这没有空调、 没有电风扇的篮球场
馆里练习， 跳出青春的舞曲。 跳的开心、 跳的快乐， 汗水哗哗
流着衣服湿了、 眼睛被汗水浸的看不清了。 擦一把、 跳吧、 舞
曲悠扬， 歌儿飞翔， 大家的心依旧欢畅。

同样， 对德胜街道黄寺大街24号院社区工作站站长徐雯来
说， 也是难忘的， 因为她就是其中的一名舞者。 那时她刚毕业，
带着满腔的热情来到社区工作， 尽管已经过了五年， 但为了国
庆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努力训练的一幕幕还总是浮现在眼前。

《爱我中华》 连拍手步就有左、 右移动； 《在一起》 右、 左
移步， 手臂会随着重心移动而改变， 手臂前后移动也有要求，
由大臂带小臂带手腕直至手尖……而这些都得益于老师们 。
2009年7月16日， 跳集体舞的人员到德胜街道地下报告厅观看舞
蹈光盘， 然后街道城管科的吴爱群老师把前一天第一次跳舞后，
她所学所悟到的体会以及怎样跳舞都一一分解给我们大家观摩，
一遍一遍地进行动作示范， 不厌其烦讲一些细节， 注意点。

之后， 街道工会的陈主席又让大家到市民学校再去排练，
到了地点， 吴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了一些示范动作后。 随着音乐
响起， 我边跳边体会吴老师讲的每一个舞蹈动作， 一些细节。
同时也始终看着她那优美的舞姿， 跟着她学。

那一晚， 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回家后就守着电视机旁看
着重播， 回味自己在广场上舞蹈的那一刻。 又一个五年过去了，
祖国也迎来了65岁的生日， 在此也深深的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
永远繁荣富强。

天安门响起了建工大鼓

“从1954年五建公司大鼓队成立， 到今年整整60年了。 过去
的60年间， 我和大鼓队的队员们参加了1956年到1969年的14次国
庆群众游行， 拉着五面大鼓走在首都工人方队的最前列， 接受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70年以后又参加了历年的国庆游园活
动和天安门广场国庆50周年群众联欢晚会。” 忆起58年前第一次
参加国庆群众游行， 原鼓队队长张全瑞便滔滔不绝， 很是激动。

张全瑞是河北肃宁人， 8岁起学打鼓。 1951年来到北京成为
了一名建筑工人。 1954年， 五建公司成立了电影队、 京剧团、 小
车会， 老张和周围的20几个工友也在公司工会的帮助下正式成
立了大鼓队。

1956年， 五建公司大鼓队第一次代表首都工人参加国庆七周
年群众游行活动。 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 张全瑞早早来到位于
王府井大街西口的施工队队部， 将第二天参加游行的五面大鼓
擦拭干净， 在鼓车的轱辘轴上加润滑油， 又逐一仔细检查了大
镲上的红绸子和拴镲用的牛皮绳， 几乎忙到凌晨三点。 天蒙蒙
亮， 他就跑到食堂帮助蒸馒头、 切咸菜、 煮热汤儿面， 给队员
准备早餐， 5点整， 大鼓队就带到南池子附近待命。 从10点国庆
游行正式开始， 到游行队伍解散近5个小时， 张全瑞他们拉着百
十来公斤重的大鼓从南池子走出， 8公里的路， 边走边敲， 兴致
勃勃一点儿也不觉累， 不觉饿， 着实兴奋了好几天。

今年82岁的张全瑞， 身体倍儿棒， 作为队长， 至今仍然叫得
上每个队员的名字。 他回忆说： 五十年代初， 北京的公交线路
不过20来条， 运营的车辆总共几百台， 人们出行基本上靠两条
腿， 用老北京人的话说， 就是： “11路———腿着”， 但是每次参
加国庆群众游行的队员们都会比规定的时间提早来到集合地点。
队员王又福是住得最远的一个， 家在 “城外郊区” 的幸福三村，
距集合的地点有6公里， 由于出来的早， 既没有早班的公交车，
又没有自行车， 但他总是第一个到达集合地点。 队员陈永才是
鼓队的 “精英”， 边走边打， 能把大镲打出花样儿来。 张维耀打
铙， 也是熟练得能把铙抛起再接住， 好似杂耍一般。

1999年， 国庆50周年庆典前夕， 五建公司大鼓队接受了国庆
晚会和游园指挥部的命令， 参加晚会和游园活动。 为了圆满完
成任务， 公司领导把鼓队拉到郊区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封闭式训
练。 集训时正值北京夏天酷热难忍的那几天。 训练中队员个个
挥汗如雨， 有的队员身上长起了痱子， 有的队员手上磨起了水
泡。 有的新队员用自己的方式记录鼓谱， 训练休息时还用手击
节、 嘴里不停地叨咕着， 队员宋洪均甚至在吃饭时用筷子在饭
桌上打出鼓点。 结果， 那几天去餐厅就餐前， 队员就用筷子在
饭桌上整整齐齐地打上一阵……

五建公司大鼓队共有鼓谱13套， 1999年国庆50周年晚会联
欢， 指挥部给出的时间是15分钟。 为了让观众更多地欣赏到五
建公司大鼓的魅力， 张全瑞将13套鼓谱中最经典的 “闹山灯”、
“盆盆嚓”、 “大鼓齐鸣”、 “狮子滚绣球” 四个最精彩的鼓谱连
接组合成一套， 取名为 “欢天喜地”， 寓意喜庆祖国五十华诞的
喜悦心情。 整套鼓谱共15分钟， 经反复演练， 通过现场计时 ，
时间误差不超过两秒钟。

□本报记者 闵丹 □通讯员 戴明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