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参与花灯制做的那些往事  

刘申 

   每逢元宵节，提起燕化的“灯会”，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下面就说说我在几届灯会制作花灯的往事。 

莲花青蛙灯     

那是 1991 年 2 月初的一天，我收车回单位，在会议室

看见车间调度张海林正在用八号铅丝焊一个枕头大小又像

哑铃似得东西。我好奇地问了声：“海林，焊什么哪？”“做

宫灯哪！”海林边干边回答着。事不关己，我匆匆地回了车

班。 

    事隔一天，早晨上班准备出车，班长张玉柱开调度会回

来说：“你甭出车了，书记叫你过去开会，我也去。”我和

张玉柱一起来到了调度室。调度室内人头攒动，各班班长、

工会主席、正副队长、生产调度全员到齐，书记王宝刚主持

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工会检查做灯工作，我们的灯被

否，要求我们重做，今天把刘申也叫来咱们一起商量商量做

什么灯，怎样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请大家各抒己见。”在

场的所有人都只看过花灯没做过花灯，大家先是沉默，接着

便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起来，有人说做荷花，有人说羊年做

三羊开泰，意见终难统一。最后书记说：“今年是羊年，做

羊的一定很多，咱们还是做荷花吧，刘申你说说咱们这个荷

花灯怎么才能做得好些。”我询问了这次做灯的具体要求和

尺寸后发表了我的意见：做一个荷花灯，在中间莲蓬上蹲着



一只青蛙。荷花不动莲蓬转，青蛙随着莲蓬边转边眨眼，具

体尺寸以院内鱼池中的假青蛙为蓝本。大家一致通过并决定

立即开工，紧接着班长小倪和瓦班的张朝兴等人齐心合力用

铁锹从一米多深的水下将青蛙给捞了出来，使花灯的制做正

式拉开了序幕。我在地上画了青蛙与荷花的焊接草图，然后

按着青蛙、荷花造型把各个部位钢筋揻好，焊工李国云在戚

云芳、张海林等几位同志的帮助下熟练地焊接。工会主席刘

长俭负责外联，从仪表车间找来了变速电机，从工会领来了

糊灯的布面和电料。张丽荣、周玉芹、等几位女同志发挥了

他们的特长把花灯的各个部位糊的平整漂亮。我负责布线、

彩绘、组装。大家兢兢业业、有条不紊的工作着。春节过后，

经过十几天的努力和数次的调试，终于进入了现场展示的阶

段。 

农历正月十四下午，各单位的花灯陆陆续续地进入了公

司工会游泳池的东侧，一组组各异的花灯争奇斗艳，傍晚送

电后更是色彩缤纷、绚丽夺目，我们的荷花青蛙灯与众不同，

尤为抢眼。厂工会领导观赏品评后，工会文体干部王伟找到

我说：“哥们儿，你这青蛙要是能叫就更好了。”听到这话

后书记队长同时下令：明天你一定想办法让它叫起来。第二

天上午，在向阳电视台甄成明的帮助下，用半天的时间 20

秒 20 秒地倒录了一盘录音带，小甄还送给了一支 8u1w 的

高频头。下午，经过安装调试后的花灯里传出了清脆的蛙鸣，

长短不一的呱呱叫声悦耳动听，所有参试人员欢欣鼓舞。这

时，在旁边有一个哄小孩儿乡村老大爷问了一句：“这大冬

天的哪儿来的蛤蟆叫哇？”“这是青蛙声，您怎么说是蛤蟆



叫。”有人回答说。老大爷有点儿不大乐意地说：“这是公

蛤蟆找母蛤蟆的叫声儿，这我还听不出来？”逗得大家哈哈

大笑。到了晚上，看灯的人络绎不绝，荷花灯前更是熙熙攘

攘，热闹非凡,游人们驻足不前欣赏着花灯靓丽和奇特，有的

人躬下身歪头好奇地寻找蛙声的出处，一个骑在爸爸脖子上

的小孩儿撒娇地喊着：“爸爸、爸爸不走，我还要看蛤蟆叫

唤！”热闹的场面，游人们的赞赏让我们这些花灯制作者感

到了骄傲和满足，单位领导李强更是乐得合不拢嘴。新奇的

蛙鸣也使得观灯人越聚越多，笑声、喊声、说话声等糟杂的

噪音让蛙声显得越来越小，现场值班的领队一再催促把声音

调大点儿、再大点儿。突然，蛙鸣不响，现场一片哗然，原

来是随着录音机 15w 音频输出的调大，熔断了 1w 喇叭的线

圈。怎没办？只有赶紧买一只新喇叭换上才行。蛙声的中断

让厂工会的值班干部也赶到了现场，这时去商业大楼买喇叭

的人也空手挤了回来，评比打分的时间很快就到，大家万分

着急。厂工会王伟问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争取别耽误评比

打分。我说现在只有向公司工会求援，王伟马上联系到了公

司工会的当时电工陈伟，他带我从库里旧音箱上拆回一只

8u5w 的高频头，我用最快的速度将其换上，花灯瞬间恢复

了蛙鸣，此时的大家也随之松了一口气，这次事故也给我们

这次灯展增添了个小小的插曲和一份美好的记忆。 

新颖的造型，艳丽的色彩，精湛的制作，再加上阵阵的

蛙鸣赢得了评委们的赞赏，荷花青蛙灯被评为本届《大家乐》

晚会花灯展示的一等奖，为节日增添了喜悦，为游人增添了

快乐，更为单位赢得了荣誉。后来，这组花灯又被门头沟国



际风筝节组委会选中，参加了门头沟黑山公园的风筝节花灯

展。 

 

大肚笑佛灯    

由于某种原因 1993 年灯会停办一届。缺少了花灯展示这

个主打项目，让第八届燕山元宵节“大家乐”晚会顿觉失色，

使得职工和家属及远来看灯游客们的议论纷纷，引起了公司

领导的重视。因为燕山地区所有其他节日基本没有任何大型

群众活动，就连最受人们重视的“春节”也都进城的进城，

回老家的回老家，万人空巷，大马路上冷冷清清。唯独元宵

节，燕山人才认为是自己的节日。从第一届燕山元宵节“大

家乐”晚会开始，每年的正月十五，靓丽的花灯精彩夺目，

与燕化公司十里炼塔管廊相应交辉，焕发出熠熠光彩。祥和

的节日气氛伴随着小贩们的叫卖声使人们忘记了一天的疲

劳，引得燕山周边及京西一带的数十万游客纷纷而至，公司

体育场内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燕山灯会不仅满

足了人们群众的文化需求同时展示了燕山地区深厚的文化

底蕴，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等政府机构的认可，

成为北京西南一大文化亮点。 

 年底的一天，厂工会文体部长王伟找到我说：“今年又

办灯会，哥们儿请你出山，能否帮我把这次灯会办得好一点

儿？”我说：“做灯没问题，主要是需要有人和钱。”“用

人用钱的事归我管，你主要是出主意、管设计、把好质量关，



我们的花灯不要求第一，但也不能低于往年。”“只要人员

和物资有了保障就能力争第一，确保进入前三名。” 

第二天，化工二厂工会在厂会议室召开各车间处室分会

主席及做灯骨干会议，范文棣主席在会上传达了燕化公司党

委扩大会议精神：“停办一届后的灯会要继续开展，刘海燕

经理重点要求各单位要下大力气花大本钱努力把这一届灯

会搞好，以满足燕山人民的文化需求。”并告诉大家今年化

二的场地还是浅游泳池，要求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把我们厂的

灯做得更好，以便完成公司工会交给的做灯任务。 

会后，大家一起讨论了制做花灯的方案。二十几个人七

言八语，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有的说做这有的说做那，更

有人提出把游泳池布满荷花，最里面做上一组炼塔，产生《荷

花映炼塔，花灯闹元宵》的效果，肯定拿第一。我是第一次

参加这种大型组织活动，一直没有发言，最后被文体部长王

伟点了名才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元宵节是个民俗节日，

利用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期盼，做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民

间花灯，如：做一尊大笑佛，做个观音，做个佛香阁。再加

上一些成语故事灯如：鹬蚌相争、天鹅戏水、莲年有鱼等，

把大佛做成投币诵经，能与游人互动更好，说不定三天灯会

所投的硬币能够在坐的各位吃上一顿。范主席说：“能有这

麽多钱？我看这个方案挺好。”虽有个别不同意见，最后，

还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完善决定做七组花灯：笑

佛、祈年殿、观音、鹬蚌相争、天鹅戏水、盛世荷花、连年

有鱼灯，并成立了技术组，分配了任务。 



花灯的种类是定了下来，但制作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比如人物的脸部如用扎筋糊制方法会造成花脸等。技术组的

张怡正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你只要能把造型做好，我就

能做成玻璃钢外壳，保证不会出现花脸。”几天的准备之后

就开始了花灯的制作，头像胎具是用泡沫板来制作，厂美工

室主任杨明德负责观音头像雕制，我负责笑佛头像及胸腹部

的雕制。多层泡沫板的粘制又给大家出了难题，几经周折，

大家试用各种胶粘、用铁丝捆等办法，终于克服了泡沫板多

层粘制困难，使雕制工作进入了正常轨道。一个星期后雕制

完成，看着那端庄大方的观音头像和两耳垂肩、笑容可掬的

大佛笑脸，技术组的全体同志这才感到了一些兴奋和欣慰，

随即便开始了灯具外壳的制作，涂一层石膏粉进行一遍打磨，

烫一层石蜡进行一遍修饰，然后再一层玻璃布一层环氧树脂

的糊制，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在张怡正、张君营、郭莲、

谢洪江等师傅的共同努力下，最后到了固化脱壳的时刻。值

得一提的是化二厂做大佛灯惊动了燕山信奉佛教的居士们，

在佛头制作期间，他们晚上不时地来陪伴我们加班，唱经诵

佛。听着那喃喃的诵经和悠扬的佛乐，真使人有些心神沉静，

大家工作起来更加细致认真。 

脱壳去胎从肚皮开始，大家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泡沫一

块块地拆去，可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高高鼓起的佛肚在清

除内胎后却瘪了下来，去胎工作立即停止。经查是环氧树脂

固化剂配比不够，看着软软的像半熟猪皮一样的佛肚皮，大

家心里凉了半截。怎么办？从新雕制时间来不及了，此事更

是让我发愁。这时，文体部长王伟给大家鼓起了劲：“大家



不用发愁，这点事儿还能难着我们这些能工巧匠，各位打起

精神来，一定有办法把它恢复起来。”经商讨后，决定加温

称鼓瘪进的灯壳，再涂一层加量固化剂的环氧树脂，实验与

处理同时进行，几经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拆完所有内胎就

是后来人们看见的大肚笑佛。 

随着佛头的完成，其余别的花灯也加快了进度。祈年殿

由机修车间制作，孙继秋几进京城实地考察祈年殿，带着他

的团队自制了许多加工工具，正干得热火朝天。莲座观音灯

在罐区车间加工，由工会主席带队，张存华主操，也有条不

紊地紧张制作着。大佛灯的主体交给了岗山塑料厂，直径半

米的佛头连带着高胸大腹被运进了岗山厂房。一个星期后，

由于骨架造型不准而反复修改，造成进度缓慢。为了抓紧时

间保证进度，我又被派到了那里主抓大佛的制作。去了以后

立即指挥他们拆除了原来的钢筋，调整了坐佛的高度，按照

大佛宽袍大袖的纹理揻制钢筋，焊接主体。在张金柱等同志

的协助下经过几天的奋战，顺利将佛体制作完工，并帮他们

设计了花灯各种饰物等。大佛灯分水上水下和投币设施三部

分，投币设施由红外接收器、录音机、电磁阀等组成，归吴

志杰同志来制作。水上的糊制和水下支架的连接继续由岗山

塑料厂来完成。在糊制期间，也产生了一个小故事，一位手

巧的女工被派糊制大佛的面料，她不愿干，发了几句牢骚。

出于工期的紧迫又无他人可派，厂长令她限期赶制完成，放

下其他工作，就是加班加点也得按时完工。由于大佛还没有

连接水下支架，在缝糊灯体下部时只能跪着工作，那天在缝

制大佛正面脚部时，跪在那里十分感到委屈，边干边抽泣并



絮叨着为什么不让别人干只让她干。远远看去犹如在虔诚忏

悔，被人传为在做灯期间对大佛不敬，大佛罚她天天跪在那

里一边辛苦劳作一边忏悔赎罪。 

春节前夕，大佛终于完工进入了试灯阶段，厂美工室主

任杨明德画龙点睛，用油彩给大佛面部进行了彩绘修饰。晚

饭后，在一米五高的佛台上，四面汉白玉栏杆围挡，背后佛

光普照，佛前烛台香炉俱全，两米五高的大肚弥勒佛稳坐正

中，您看他慈眉善目，两耳垂肩，笑口常开，大腹便便，身

披大红袈裟，手提乾坤布袋，似向人们诉说着佛界姻缘。随

着电源的接通，大佛灯光芒四射，照亮了厂院，照亮了夜空，

也照亮了每一个做灯人的笑脸。 

随着春节的临近，其余各组花灯在不同地加快工作脚步，

技术组协同各灯组工作人员制作了祈年殿和大佛灯的雕栏

台阶、莲年有余灯的娃娃头等及所有花灯的彩绘与美工装饰，

七组花灯近百人的工作队伍加班加点、团结协作、细致精心

的制作着每一组花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个多月

的奋战，春节前七组花灯全部亮灯，大功初步告成。 

春节过后，花灯稍作修整便于正月十三进入现场安装，

浩荡的车队装载着解体的花灯分几次向现场运输，谢洪江师

傅指挥四十吨吊车，按照预定部位有条不紊地吊装着每一组

花灯。经过两天安装、调试于正月十四日七组花灯在游泳池

浅水区正式全部亮灯。望着满池晶莹剔透的花灯和水中的倒

影，所有做灯的人都舒心地笑了，领导检查后满意地笑了，

游人们看了也高兴地笑了，大佛灯更是笑容满面、憨态可掬，



这笑声交织在一起是在告诉人们：今年的灯会是个喜庆的灯

会，今年的元宵节是个笑口常开的元宵节。 

傍晚，灯会刚刚开始，游人早已如水如潮地涌进了公司

体育场内，还未“出九”的露天游泳池又迎来了冬日的繁华

热闹。从这晚开始，游泳池畔便每天人流涌动，相机频闪。

大佛灯前更是热闹非凡，为了听取大佛的诵经祈福，拥拥挤

挤的游客们纷纷解囊向大佛投币，每当有人投中时，诵经声

唱起便博得满堂喝彩。已经投中的不想离去，没有投中的还

想再投，阵阵的欢声笑语使这里的人群越聚越多，奇闻趣事

也层出不穷。有一个年轻的孕妇，在众多家人的陪伴下也挤

到了大佛前，用大钢镚一下便投中，大佛立即唱起了经文，

在场的众人高声喝彩，有人说：“看人家手气这么好，老佛

爷保佑她准生一个大胖小子！”孕妇一高兴，顺手将一把钢

镚撒向大佛。另一是两位年轻的军人排到了佛前，其中的一

人连扔几个硬币也未投中，另一军人掏出硬币说了声：“让

我来试试。”一下便把硬币投进了投币箱，经声唱起，大家

齐声喝彩，开玩笑说：“投的那么准，将来准能升官。”接

着，又是一把硬币飞向大佛。大佛灯的展出也惊动了北京佛

教协会的高僧，几位身披袈裟的大师乘车来到了燕山灯会，

立在大佛灯前合掌诵经。 

到了正月十五，看灯的游人数量猛增，化二灯区得游客

更是人满为患。当晚我和王伟、姚树森等人在大佛西侧配电

盘旁值班，祈年殿两侧人流涌动，大佛前观灯人驻足不前，

致使大佛灯两侧甬道爆满堵塞，在配电盘前拥挤的人群里，



我们看到公司经理刘海燕向我们招手致意：“大家过年好，

辛苦啦！谢谢！谢谢！”大家也向刘海燕经理回敬问好。游

客拥挤的人流是对这次花灯制作的认可，公司经理的问候更

是感动了大家。鉴于灯会游人的只增不减，为了照顾大家赏

灯的热情，公司工会经请示决定将花灯展出时间延长两天至

正月十八，这也是自开展元宵节灯会有史以来最大高潮。 

第九届燕山元宵节“大家乐”晚会花灯展示圆满结束，

化工二厂灯会喜获丰收，大佛灯、祈年殿灯、观音灯荣获金

奖，其余灯组均进入前三名，总分荣登榜首。大佛灯自此也

连续 6 年参展，并且年年获奖。 

还有一事亦需说明，灯会结束后，游人向大佛灯和观音

灯所投的硬币，经数日清点共计 1700 余元，后由厂工会捐

赠给希望小学。 

 

花果山美猴王灯   

1999 年，公司工会对游泳池进行了改造，将露天场地改

为室内游泳馆。因此 2000 年的灯会化工二厂灯区便从游泳

池迁到了公司工会院内东南角的假山。由于历届灯会有游泳

池水面倒影的衬托，化二的彩灯显得绚丽多彩，格外漂亮，

考核分数总是名列前茅，也引起了不少兄弟单位的嫉妒。这

次就有人戏谑地说：“原来他们靠水中的倒影效果，一个灯

能当两个灯用，这回给他们个假山，看他们还怎么弄亮喽。” 



年初，厂工会为此又召开了诸葛亮会，研究如何充分利

用假山做文章，搞好这次花灯的展出，几经探讨决定把假山

打造成花果山，就缺一个孙悟空，便能成为花果山美猴王灯。

有人说机修车间那年不是做了一个猴子吗，看看还有没有。

又有人说那个孙猴儿不行，弯腰驼背形像不好。我说：“的

确形象不行，因为孙继秋那年做的孙悟空是取经路上受气的

猴子，我们还用他的头，把它改造成不服天地管辖、自封齐

天大圣、声震七十二洞妖王的孙悟空，那才是威风八面的美

猴王，在假山上再插一面大旗，上书齐天大圣，就会更加瞩

目完美。”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孙悟空还有机修孙继秋师

傅带领他的团队来制作，形象图纸由我来绘制。 

1999 年我因患病手术灯会未能参加，近半年的病休使

体能有所好转，但未全部恢复。基于领导的信任和对几年合

作工友们的眷恋，才使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了 2000 年灯

会的制作。 

秋师傅（我对孙继秋的尊称）接到图纸后找到我说：“你

画的这玩意儿做着太复杂，你还是到我们这儿来，我给你放

把椅子沏上茶，我带人配合你，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行不？”

经领导同意我到了机修车间铆焊工段。 

到了机修以后，我立即根据猴子头的大小按比例计算出

孙悟空的身高臂长，设计出全身金甲的大小。然后在地上画

出每片铠甲的放大样，由秋师傅派人再按照放大样用铅丝把

铠甲上的每一片鳞片及褶皱揻好焊接。就这样，一段段不同

弧度铅丝的揻制，一次次不同角度的焊接，经过数千次不重



复的劳作终于在几天后制作完成，组装后光看钢筋骨架就呈

威风凛凛之势。此时此刻，大家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劳动成

果叫好。紧接着又有两项困难摆在面前，一是金箍棒，二是

紫金冠上的雉鸡翎。金箍棒焊接糊制放灯，质感太差，我请

工会领导与树脂所联系找来了塑料管，在塑料管里装上荧光

灯，外面糊上红黄即时贴，经验证效果极佳。雉鸡翎原计划

到剧装厂去购买，可价格昂贵，每只八百元，最后决定还是

自己制作。我让秋师傅找来富有弹性的气焊条，根据所需长

短不一的五根分段焊在一起，再用糊灯所剩布条粘在上面绘

制成假的雉鸡翎。做好后插在糊完的美猴王头上，远远望去，

颤颤巍巍，真假难分。春节前，大家几经努力终于把一个头

戴紫金冠，身披大红披风，手持金箍棒的、凛凛微风的美猴

儿王呈现在了面前。 

美猴王做完就该在假山上下功夫啦。春节后，文体部长

王伟立即带领做灯的全班人马来到公司工会院内，琢磨怎样

美化假山。大家各抒己见：植上假花草、挂上小彩灯、摆上

小动物等等高招无数。王伟问我能否把假山弄亮喽吗？我围

假山转圈一看，见有射灯装置，便答应：“能，你找电工把

射灯修好，咱们再把假山用荧光广告色整体喷涂，就能达到

你想要的效果。”一经决定，大家便回去购物的购物，准备

工具的准备工具，分头行动了起来。 

正月十三上午，电工按照我们的要求修好了射灯。吃过

午饭，张怡正、吴志杰和孙继秋所带一班人马接好压缩机开

始喷涂假山。那年春寒，刚过立春的北京还未出九，天气十



分寒冷，滴水成冰。没过一会儿，张怡正师傅便来告诉，因

天寒喷枪结冰无法喷涂。我告诉他找领导领取酒精或购买高

度二锅头，用其代替水来调制广告色就能解决冰冻问题。没

喷多一会儿，他又找来说：“你出的招到还灵，可现在又出

现了新的问题，压缩空气受冷产生水，枪口还是结冰，怎么

办？”我开玩笑地说：“您还想干不？”“当然想干，可喷

头冻冰我没法儿干。”老张有点儿急。“想干就别用压缩机

了，去找秋师傅拉两瓶氧气来喷。”“能行吗？”老张带着

疑问找秋师傅去了。两瓶氧气很快就拉了回来，喷涂工作一

切顺利，下午四点多，假山着色全部完工，山的两个正面喷

成了嫩绿色，侧面则喷成了湖蓝，昔日黑乎乎假山石经过喷

涂后，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明亮清秀。大家收拾工具，

正准备回厂，有位公司工会干部路过这里，老远就喊：“你

们那个厂的，谁让你们这麽早开灯的？”他居然把我们喷过

颜色的假山当成开灯照亮的了。 

正月十四，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数次的

调试，花果山美猴王灯如期竣工。傍晚，第十五届燕山元宵

节“大家乐”晚会灯展正式开始。经过装饰过的花果山在四

面彩灯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明亮耀眼。三个篆体大字《花

果山》镶嵌在山体上，漫山的花果树木郁郁葱葱，山上树有

一杆帅旗，上书着“齐天大圣”，山下绿竹成林，荷花荡漾，

美猴王孙悟空身穿锁子黄金甲，脚踏藕丝步云履，头戴凤翅

紫金冠，手持如意金箍棒威风凛凛地站在水帘洞前。大红的

披风，头上的雉鸡翎在《西游记》主题歌的音乐声中微微颤

动。明亮的色彩，奇特的造型与晶莹的花果山巧妙地结合在



一起，引得游人们蜂拥而至，络绎不绝，纷纷拿起相机与美

猴王合影留念。 

一连几天的花灯展示，让更换了场地的化二灯区又一次

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和认可，就连公司工会的领导都称赞道：

“这化二厂就是有本事，你们不服不行，人家在水里花灯做

的漂漂亮亮，给个假山还弄得满堂喝彩。”《美猴王灯》也

在“花果山”连展三届。自 2002 年四川自贡的花灯介入后，

燕山自制的花灯就渐渐淡出了灯展。2003 年灯会，《美猴

王灯》在公司游泳馆南门前孤零零地站了几天岗后便被藏入

库底，就像又被压在了五行山下，从此再也没有复出，但它

却给燕山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燕山公园灯会   

    燕山公园灯会是燕化公司、燕山办事处联合举办的第十

九届燕山元宵节“大家乐”晚会的花灯展示。燕山公园灯会

的举办成功，把燕山灯会推到了一个顶峰的高潮，。在我看

来，燕山公园灯会不只单单是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节日花灯

展示，更是一项工作量巨大、施工非常繁琐的重大工程。因

为我有幸参与其中并亲眼目睹了这项艰苦而卓越工程的全

部实施过程。 

2003 年 10 月末的一天，厂工会通知我去燕山公园参加

燕山灯会的筹备会议。驱车至公园大门，由文化馆美术干部

杨树林接进公园会议室，这也是我第一次认识杨树林老师。



据悉，公司工会、燕山办事处就场地、人员、设计、供电、

施工等事项已进行过数次会议磋商协调。 

会议室内，除公司工会和燕山办事处文卫局、市政管委的领导外，大多都是原来各

厂工会主管花灯的人员，原化工二厂工会文体部长王伟、宣传部美工室主任杨明德、检

查科技术干部张怡正也在其中。会议由文卫局副局长王京利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经燕山区办事处和燕化公司工会双方领导商定，今年的燕山灯会由公司工会体育场迁至

燕山公园举办。区办是第一次承办这种大型活动，经验不足。在座都是干灯会的老人儿，

希望大家献计献策，根据公园的地形地势，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协助我们办好这次燕

山公园灯会。接着，他又向大家介绍了公园的概况及预用灯区的场地。公司工会高级主

管尹燕林要求大家根据公园实际情况拿出设计方案，经领导审批在协调花灯制作队伍进

入现场施工。与会人员热烈讨论，各自根据自己的以往经验就供电保障、电量分配、灯

会安保、主灯与景观灯的结合以及消防救护等事项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提的主要是

让公园的制高点燕山电视塔亮起来，以便提高公园灯会的立体感，对灯会的迁址也是一

个引导。另提了要求公园灯会要设有线广播以保证灯会的安全和宣传。会后，我接到的

第一个任务是设计新建瀑布、荷花池的主灯小样图纸。 

燕山公园是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地方，只有晚间照明及部分娱乐器具的少量用电，距

举办灯会用电量相差太大，就连公园现用的变压器也难以承受灯会的用电负荷。举办燕

山公园灯会，整体用电的设计，变压器的增加，十数个灯区的配电箱，数千米的连接电

缆，几千米电缆沟的刨挖和电缆的铺设及增加用量后的供电协调等等，都给了灯会前期

工作增加了实施的困难和难度。11 月中旬燕山灯会的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开工，燕山公

园管理处主任魏涛同志指挥公园的职工及参加公园改造的几只施工队伍全部参加了电

缆沟的挖刨，市政管委对灯会所用的电器设备及电缆抓紧了采购和调配，燕化民用热力

能源分公司施工队伍也随后陆续进入现场，燕山公园的场地电路改造工作正式悄然开展。 

与此同时，灯会花灯的设计制作与场地安置的调配方案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11

月上旬，在燕山办事处三楼会议室的灯会协调会上，领导们审查了设计的花灯小样，公

司工会也拿出了各灯区的外协灯和自制灯的分配方案，部分花灯的前期制作也在公司体

育场内提前开工，就待电路接通，立即进入现场制作安装。我们这个临时参谋小组也有

了具体的分工，王伟部长负责总协调，我负责公司工会外协做灯单位与燕化各自制花灯

单位主体花灯现场安装分布的协调，杨树林老师则负责公园环路及所有景观灯的安装分

布协调。 

天公不作美，11 月 6 日夜间，大雪挂满枝头。这又更给灯会前期增加了一项新的

任务——清理积雪。为了保障公园道路的畅通，燕山公园又组织了全体干部职工，全面

开展了铺设草垫、清扫积雪工作。 



转眼到了 12 月初，随着燕山公园电路改造的稳步进展，花灯的制作也由公司体育

场先后搬到了燕山公园的各个灯区。在灯会联合办公会上，王京利副局长汇报了灯会的

场地电路改造各项工作进展，尹燕林主管汇报了花灯的制作情况。办事处主任史全富要

求：燕化工会要努力组织好灯会的供电和花灯制作的进度，办事处要认真做好场地电路

改造和其他辅助工作。 

12 月 15 日 第十九届燕山“大家乐”晚会指挥部正式成立，崔国旗、史全富任总

指挥，下设组织、安全、保卫、宣传、接待、场地、商贸七个组。宣布了这次晚会的活

动由鸣放礼花、花灯展示、文艺演出、书画笔会、花卉展览、文化书市、商贸餐饮、大

型游戏等项目组成，活动时间由原来的三天延长为十天（农历初九——十九）。并责成

商贸组抓紧招商工作，同时还公布了本次灯会不售票。 

12 月 18 日指挥部决定灯会整体电路设计由燕化工程公司设计院设计。燕化动力厂

和公司机动部协调检查线路负荷平衡。 

灯会开展的时间一天天临近，灯会的准备工作一项项在落实。元月初，花灯的制作

安装工作以及环境灯的布置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为了抢在春节前完成全部花灯的制作

安装，各参展单位都加快了工作步伐。红叶莲池的花果山灯区、健身广场的科技园灯区、

水上乐园的卡通乐园灯区等各灯区的主花灯，由四川自贡灯贸公司肖海波经理带队制作

安装，他们天亮开工，一日三餐吃在现场，晚上挑灯夜战，紧张有序的工作着。化三工

会的世纪坛灯、仪表厂王东的彩车装置灯、化工二厂的荷花彩蝶灯等公司自制花灯也先

后进入了现场。与之同时，公园内环路的 270 多只小型花灯、景观树灯、竹林的彩色

地灯、电视塔景观灯、廊亭楼台上的笼阔灯、覆盖全园的有线广播的安装以及公园北门

至燕山影剧院的北干路灯杆装饰等，也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中。经过全体灯会动作人员

的齐心努力下，春节过后所有花灯及环境景观灯全部完成装制。正月初八（元月 29 日），

燕山公园封园送电，调试亮灯。 

元月 29 日这一天的会议犹如战前的最后动员，指挥部的领导、公安、武警、消防、

救护、场地等有关人员全部到会，会议主要强调了灯会的安全工作，布置了各单位的工

作职守，讨论了如何把好安全关。最令人难忘的是燕山公安分局治安科科长李殿洪同志，

他提出灯会开始后，燕山公园的南门和西门因地势陡、台阶高只进不出，北门封闭，印

刷厂门只出不进，以免人多拥挤造成不良后果的游园方案。遭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多人的

不赞同和反对，但他坚持安全重要，力排众议地说服了大家，保障了灯会的正常运行。

会后决定在指挥部临时加装两部临时电话，公安局在指挥部内架设一部指挥电台，即日

起公园内由经警、保安巡逻，并制定了应急方案。 

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努力工作，燕化公司、燕山办事处联合举办的第十九届燕山元宵

节“大家乐”晚会燕山公园灯会于元月 31 日（正月初十）隆重开幕。夜幕下的燕山公

园，在彩灯的装扮下绚丽夺目、盛况空前。一进南门，荷花丛中的两只彩蝶翩翩起舞，



迎接着观灯的来客；攀阶而上，四面佛笑迎着八方嘉宾；龙亭畔青花瓷扎成的长龙与长

廊并舞；蘑菇亭旁仿真恐龙的吼声招的孩子们久久不愿离去；健身广场科技园灯区传来

阵阵的笑声；电视塔装饰的彩灯，远远望去晶莹剔透；小竹林被绿色地灯照射的郁郁葱

葱；瀑布上的美猴王偷窥着山下蟠桃园的寿果；莲池中的荷花仙子在荷花中时隐时现。

整个公园处处火树银花，色彩斑斓，人声鼎沸，游人如梭，与燕化不夜城交相辉映，让

整个燕山地区充满了祥和与欢乐。 

燕山灯会使游人们结识了燕山，享受了节日的快乐，每天数以万记的游客涌进燕山，

更让燕山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在这同时，一次不高明的骗术也给人们茶余饭后留下

了话题。一天上午，我刚要进指挥部，有人领来一位依着考究、手拿提包的先生说：“他

要买灯，我们告诉他花灯归你管，就领来找你。”紧接着来人告诉我他是某公路项目经

理，公路经过张坊附近有个十字路口，路口中间修个转盘，转盘中间的雕塑选中了四面

大佛灯，以保公路四方平安。我对他说我们只管做灯，不管买灯，要买你去公司工会。

在一旁有个承包公园项目改造的王经理也和他搭上了话，此时接了一个灯区现场电话，

我就开车走啦。日后，闲聊中提起此事，魏涛主任说：王经理差点上当，那人是个骗子。

他说的天花乱坠，唬得王经理中午请了他顿饭，吃饭间他就渐渐地露了馅儿，王经理已

非常后悔招待他。饭后那人还叫王经理派车送他，王经理告诉他车在大修，他又让王经

理给他买车票，你说哪有这么穷的项目经理。”大家听后哈哈大笑。 

我和王伟部长、杨树林老师到灯会主要任务是花灯与环境的设计、美化和监制。彩

灯亮起，灯会开展，我们就算大功高成，其余就是在指挥部值班，不时地到各灯区进行

巡视，以保障花灯在展示期间的正常运行。每晚的指挥部内，电话铃声、电台呼叫声都

连声不断，各部门负责人进进出出，处理着不同的事项，显得繁忙而紧张。 

正月十五这天是历届灯会的赏灯高潮，文化广场礼花的鸣放更使得周边及市内的游

客蜂涌而至。为了确保灯会游人的安全，燕山分局、武警总队提前布置了警力，市政管

委也调集绿化队、燕山公园、清洁队的全部员工，协助民警在各个大门、在路边、在容

易出现危险的地段疏导游客，维持秩序。观赏礼花的人群早早地聚满了广场的四周，燕

山公园朝广场方向的一面也已站满了看放礼花的游人，公园环路、亭台、草坪到处人头

攒动，黑压压的人群静静地等待着。远来的游客还在继续向着燕山公园聚拢。 

 6 点 30 分公交车断路，7 点 30 分文化广场传来了阵阵的礼花炮声，一颗颗礼花

弹在夜空中炸开，一朵朵礼花在夜空中绽放，时儿像鲜花盛开，时而像金蛇狂舞，时而

是红的、黄的，时而变蓝，时而又变绿，幻化出千姿百态的形状和颜色，绚丽多彩，赏

心悦目。照亮了丛丛炼塔，照亮了燕山的夜空，引的人们发出阵阵喝彩。 

礼花停放后，人们潮水般地涌向了燕山公园。公司与影剧院中间的马路（亦称北干

路）、迎风大街、燕山公园的四周到处人流涌动。公园内的游人本已接近饱和而非常拥

挤，此时的西、南两个大门更像打开了闸门的大渠，汹涌的人群在这里汇成了两股巨流，



一波接一波地向园内涌进，以往寂静的燕山公园像被搅动的开水锅，整个沸腾了起来，

此刻，显得那么狭小、无奈。 

这时的指挥部内也呈现出一派紧迫繁忙的景象。燕山分局局长田爱军的电台呼叫代

号是 01，负责影剧院文艺演出和广场礼花鸣放的安全保卫工作；副局长刘志刚的代号

是 02，负责燕山公园的安全保卫，一直守候在指挥部里。随着演出的散场、放花的结

束，燕山公园就成了人们聚集的焦点，园内游人已满近于超员，拥挤的人群流动缓慢。

从放花现场涌过来的人流冲向了由员工、武警、民警组成的三道人墙。西、南两门及封

闭的北门也相继地受到人群冲击。指挥部的报话机不时地传来告急声：“洞两、洞两，

南门告急！南门告急！人已满员，请求封门！请求封门！”“洞两收到，立即封门。”

“洞两、洞两，北干路告急，两道人墙被冲破，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洞两收到。”

“洞幺、洞幺，请立即调广场武警一分队支援北干路。”“洞幺收到、洞幺收到。”“洞

两、洞两。北门请求警力支援，人群涌动大门，有人在翻越大门，请求立即支援，请求

立即支援。”“洞两收到。”“向阳派出所立即调派警力支援北门。”刘志刚局长不慌

不忙，沉稳地调配着警力，犹如一位大将在指挥战斗。请不要以为这是在杜撰，这绝对

是现场的真实再现。我如果不亲临其境，肯定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灯会指挥部的现场。 

指挥部内紧张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出来准备到灯区去看一看。人流中挤出一

个小伙子问我：“听说有一条磁龙，您知道在哪吗？”“你从哪个门进来的？这都快出

去公园了。”“南门。”“从南门进来应该能看见啊。磁龙就在四面佛的北面，紧挨长

廊的路边，你怎么没看见那？”“我从四面佛旁边开始就这么在人群里连挤带架往前拥

着走，想出都出不来，四面全都是人，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就随着人群被挤到了这里。” 

广播声中不断传来寻人启事，满园的噪杂嬉笑声使广播器的播音声越来越小。拥挤

的人流在公园的环路上如同百足虫一样向公园外慢慢地蠕动着。就这样前面的人被挤出

公园去，后面又有更多的人涌了进来，直至当晚灯会结束的半个多小时看灯的人群才慢

慢地散去。正月十五的夜晚是灯会最热闹的一晚，也是最繁忙、最紧张的一晚，我们终

于平安的熬了过去。 

2 月 6 日晚，灯会指挥部里传来了昨晚密云县彩虹公园迎春灯展发生拥挤踩踏伤亡

事件，大家议论纷纷，为昨晚的紧张局面而平安的度过感到庆幸。也更因为有了李殿洪

科长的坚持而使昨晚平安顺利感到坦然和欣慰。 

2 月 7 日晚，经燕化公司和燕山办事处协商决定，燕山公园灯会提前两天圆满结束。

后来，据不完全统计这次燕山公园灯会观灯的游客多达二、三十万，只正月十五这一天

就有五、六万人之多。燕山公园灯会是一个成功的灯会，是一个涵括着多少人心血和艰

苦劳动的灯会，更是燕化公司与燕山办事处政企合作的结晶。这也是我在退休前最后一

次参与的燕山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