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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雾霾又拉警报，“国际旅游岛”迎来“候鸟老人”南迁大潮和购房大潮！

有眼光的您是否觉得，
30多万买套海南养生房一举多得？

中南·西海岸
紧贴“中国迪拜”海花
岛，引发“抢房潮”

儋州市地处海南岛的西
北部，风景优美、气候干爽怡
人，人文、自然景观资源丰富，
有千年古盐田、东坡书院、石花
水溶洞、松涛水库等。中南·西
海岸社区位于儋州市核心打造
的滨海新区。因为紧贴正在打
造的“中国迪拜”－－海花岛，
这里引起世人瞩目，引来购房
热潮。

中南·森海湾
“航天之乡”的
一线海景大盘

历史名城文昌位于海南东
北部，三面临海，气候宜人，年均
温度23.9℃。拥有着椰子之乡、
华侨之乡、排球之乡、文化之乡、
国母之乡、航天之乡等九乡的美
誉。作为中国第四代航天发射中
心，文昌将建成世界第二大航天
主题公园。中南·森海湾社区位
于 4A级景区高隆湾的轴心位
置，绿地率高达50%，是真正的
一线海景大盘。

中南·芭提雅
毗邻全球十大
冲浪圣地日月湾

东海岸的万宁市有
“华侨之乡、书法之乡、长
寿之乡、温泉之乡”等美
誉，中南·芭提雅地处石梅
湾、兴隆旅游度假区、神州
半岛三大旅游度假的核心
腹地，毗邻全球十大冲浪
圣地之一的日月湾。以精
品电梯洋房及院墅为主。

中南·林海间
拥抱海南十大海湾之一棋子湾

中南·林海间位于海南西部的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岸，地处海南十大海
湾之一的棋子湾，有“天然大温室”的美称，以荧光海、森林覆盖率、空气纯
净度等闻名于世。冬天比海口暖和，夏天比三亚凉快，是养老居住圣地。

长岛蓝湾
“长寿之乡”一线海景社区

地处海口西侧的“长寿之乡”临高，楼盘得天独厚的拥有 2条海湾，
270°的观海效果。规划了 7200平米的海南罕见的大型室外泳池，并设
置天然温泉泡池。著名的红色经典景区———海南岛解放公园处于长岛蓝
湾楼盘内，为业主们奉上一席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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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秋越剧社 晚霞唱出朝霞情

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市河岸边的高邮书
场，刚进门就看到偌大的书场大厅内坐满了听戏的老人。一
个古色古香的舞台上方，悬挂着一块写有“咏秋越剧社成立
十周年专场戏剧演出”的宣传大幕。在大幕前，三四名打扮十
分俊美的戏曲演员，正随着乐队的优美伴奏声，认真地为大
伙表演着，台下的观众票友不时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许
多观众和票友对记者说：“这唱功和做功一点也不像业余剧
团，听她们唱戏，真让人过瘾！”咏秋越剧社创办人方维娣告
诉记者：“看到广大观众和越剧迷这么开心，让她更加确信，
当初组建越剧社的这一想法很正确……”

2006年初，方维娣从单位退休。为了给自己的老年生活
找点乐趣，她每天早晨都会约上一两个老友，到人民公园唱
几段越剧。“虽然我们的演唱水平都不高，但是仍然吸引了很
多越剧迷前来听戏。”方维娣告诉记者，此后，随着听众人数
的日渐增多，再加之当时的高邮城区并没有一个民间越剧专
业团体，她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组建一个民间越剧社，
让大伙儿过足戏瘾。在这一想法的促动下，她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与身边几名老友商谈起了成立剧社的有关事宜。在得
到大伙的一致同意后，经过多次努力，当年 7月份，由方维娣
牵头，成功组建起了我市第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民间越剧团
体———“咏秋越剧社”，方维娣和她的姐妹们踏上了专业追寻

越剧之梦的旅程……
据方维娣介绍，由于咏秋越剧社属于纯民间

公益性质的文艺团体，平常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
因此在起步的时候发展得相当艰难。“那段时间，
为了让越剧社尽快达到正规化、专业化水平，我和
我的一帮姐妹们绞尽了脑汁：没有训练场地，我们
就一次次托关系、找熟人，向别人借场地；没有越
剧专业老师现场指导，我们就反复地看碟片，模仿
着去一遍遍走场、上下台；没有专业的乐队跟着伴
奏，我们就跟着磁带，一个字一个字、一段词一段
词，认真地琢磨。”方维娣回忆道，即使是面临如此
艰苦的训练条件，越剧社的那些老年越剧迷们谁
也没有叫过一声苦，且一个个都乐在其中。

今年已 60多岁的万玉霞加入咏秋越剧社已
多年。采访中，她告诉记者，她年轻时就对越剧情
有独钟，但因为时间关系，一直未能有机会接受系

统化的专业训练。退休以后，她每天除了帮子女带孩子、做
家务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在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
下，她经过朋友的介绍，成为“咏秋”里的一员。“刚进入社里
的时候，我还担心自己的演唱功底不强，会拖大家的后腿。
没想到真正进入这个大家庭以后，我倍感温暖，我们这帮老
姊妹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和谐。每天，大家在一起排戏都是互
相帮忙、相互指导，有时谁遇到难唱的片段，一时唱不好，大
家就给对方加油鼓劲。在练习完以后，我们还会相约在一起
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万玉霞感慨地说道，因为越剧让她
结识了很多同龄的好姐妹，也因为越剧，让她如今的晚年生
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精神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与万玉霞一样，丁道娟也是一个对越剧十分痴迷的爱
好者。为了演好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她总是利用业余
时间，虚心向专业人员学习各种舞台化妆技巧。没有适合的
演出戏服，她就常常自掏腰包，托人从网上或外地买来演出
所需的各种服装道具。“在这次越剧社成立十周年庆典演出
开始之前，社里原本考虑到她患了严重的感冒，无法上台演
出，打算换一个人去顶替她。她得知这一情况后，说什么都
不同意。在演出当天，她硬撑着虚弱的身体为台下的观众完
整地唱了自己的拿手唱段。”方维娣说。

曾担任咏秋越剧社艺术指导的庄萍这样评价道：“最让

人钦佩的是，这些平均年龄都已70岁以上的老人，虽不是专
业戏曲演员，却比专业演员还要刻苦。为了提高自己的演唱
技能，她们每天一大早就准时聚集在一起练嗓，不论是刮风
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从不缺席。有时为了排好一场戏，她们
中的许多人宁愿带病上场也不放弃。”

正是凭借着大家对越剧多年的痴迷和热爱，咏秋越剧社
的规模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据了解，10年间，咏秋越剧
社社员从最初的不到20人发展扩充到近50人，并且拥有了
属于自己的专业伴奏乐队。“现在，我们越剧社已分成南、北
两个分社，平常除了在重阳节、春节、元旦等重大节日为福利
院的老年朋友们送去‘文艺大餐’外，还会定期不定期地走进
各个社区，为社区百姓送上精彩的越剧演出。”咏秋越剧社现
任负责人乐志国告诉记者。

“最近，我们刚刚排完《绣红旗》和《周总理》两个现代
越剧唱段，目前正计划结合高邮全面开展的‘四城同创’工
作，排一出与城市文明建设相关的新型越剧唱段，以希望
通过这种形式，更好地弘扬社会正能量，宣传时代新风
尚。”乐志国说。 本报记者 管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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