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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崔中海，在方圆几十个村都
有名。和蔼的面容，敞快的性格，总
有些许微笑荡漾在眼角。老人今年 89
岁，自从 20 几岁就给人保媒，60 多
年，300多对男女在老人的说和下喜结
连理。

崔中海是南皮县潞灌乡前康村
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两
年后复员回村。老人乐和了一辈子，
爱交朋友。1955年，由崔中海做媒，
寨子镇黑龙村的一位姑娘嫁到了前康
村。当崔中海看到两人甜蜜结婚时，
心里觉得比吃了蜜还甜。

那时候家里有农活，他要照顾孩
子、照顾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当红
娘。但即便再忙，零零星星的，崔中
海也介绍成了几对。因为妻子去世
早，直到 30多年前，最小的儿子结了
婚，崔中海的家庭负担才越来越小
了。从此，老人专注说媒，也把做红
娘当作生活中的乐趣。

开始，崔中海主动给人家牵线，
后来随着知名度的扩大，附近十里八
村的都找到他，让他给闺女儿子介绍
对象，老人也乐此不疲。

他给三教庵村的6名男青年都说上
了媳妇，不仅当事人感谢他，甚至村
干部都准备给崔中海挂块匾。三教庵
村的小张跟女友订婚8年，没想到结婚
几个月就离了婚，于是村里人对小张
产生了误会。在本村不好找了，崔中
海就给小张说外村的，一连说了 5个，
最终与盐山县的小朱结了婚，婚后二
人过得幸福甜蜜。

崔中海费了挺大劲给马村的小王
介绍成对象，感动得小王非要认老人
为干爹，这么多年逢年过节，都来看
望老人。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老人骑了几
十年。一个大信封，他随身带着。不
管是男方还是女方的家人，让崔中海
给介绍对象时，一般都会留下张照片
供参考，崔中海就把这些照片放到一
个大信封里。老人走村串户，最远到
过黄骅大辛堡，近处的老人就骑车子
去。2000年冬的一天，崔中海到三教
庵村一男青年家说媒，回来的时候下
起了大雪，老人推着车子，一公里多
的路程，老人走了一个多小时。

老人现在已经 89岁了，骑车骑不
了了，男方家就来接。儿女们不放
心，他就到附近几个村上赶集。“我赶
集都有管饭的，都不让我回来啊。”崔
中海乐呵呵地说着。

一辈子，一件事。崔中海老人义
务牵线“当红娘”乐此不疲。来到城
里的儿女家，依然不着家，小区里跟
老人们谈笑。“人这一辈子啊，就是个
乐和，能为这么多家庭带来幸福，我
高兴！”

那是 1979 年 8 月，高考成绩公布，
我又一次落榜了，情绪十分低落，几
乎每晚失眠。白天也不愿意见人，经
常一个人走到村外的小树林里发呆。
有一天，我正在树林里漫无目地地走
着，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叫我去
大 队 部 拿 信 。 我 一 路 小 跑 来 到 大 队
部，一看信封上的字迹，就知道是我
的高中班主任王丕昌老师写的。信的
内容很短，让我去他任教的重点高中
复读，我激动不已，赶紧跑回家跟父
母商量。母亲有些不大情愿，说是已
经 给 我 联 系 好 了 ， 在 本 村 当 代 课 老
师。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还是去复
读吧，多一次机会多一次选择。

就这样，我骑着父亲的大铁驴踏上
了离家 10 多公里的河间留古寺中学复
读。那是我一生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也
是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我非常珍惜王老
师为我争取的机会，日夜苦读，为了一
道难题经常忘记吃饭，完不成学习计划
经常熬夜。经过 10个月的努力学习，终
于如愿以偿，在 1980年的高考中，以全
校文科第 5名的成绩被沧州地区财贸学
校录取。要知道，大中专一张试卷，全
国高考录取率只有 8.4%。我能脱颖而
出，心里充满了对王老师的感激。临别
那天，王老师又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
牢记至今，他说：“你就要进入高等学
府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努力工
作。”

10月 20日，我心记老师的教诲，带
着简单的行李和同学一起踏上了改变人
生的求学之路。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给父母和老师写信，汇报学校的情况和
自己兴奋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好像
还沉浸其中。在校学习两年，我和父
母、老师、同学及其他亲友，互相通信
共有几百封，而且对每一封信都视为珍
宝，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整理好，家长及
亲戚的打成一梱儿，老师、同学的打成
一梱儿，毕业时足足收藏了一大纸箱
子，至今还全部完好无损地保留着。人
老了，有时候拿出来看看，就仿佛又回
到了那个风华正茂的年代。

如今通讯发达了，人们已经没有了
写信的习惯，可是我却始终不能忘记 40
多年前，王老师写给我的那些满怀希望
和鼓励的信件。正是由于恩师的栽培和
指点，使我在校期间表现优异，担任了
副班长，参加工作 30多年一帆风顺，成
为了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现在虽已退
休，又报了老年大学学习朗诵，始终保
持着旺盛的学习、进取精神。老师也已
经 80多岁了，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我
虽然不再给他老人家写信，但时常有电
话问候。是王老师的一封信改变了我的
人生轨迹，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怀的
恩情。

一封信一封信
改改变我的人生变我的人生
刘素玲

本报讯（记者）几天前，又有一位重
性精神病患者被沧州安定医院“解锁”救
助，接到医院免费治疗。这是近几年被医
院公益救助的第10位重性患者。

今年 11月初的一天，沧州安定医院
集团工作人员在开展重性精神疾病筛查工
作时得知，献县高官乡有一个 50岁的精
神病人。33年前因考学失利受到刺激，从
此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出屋，也不与人
交流。长时间的不活动，造成身体各项机
能严重退化，生活不能自理。当沧州安定
集团董事长韩之杰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
组织院内医护人员对其实施救助，并于11
月5日将患者接到医院。之后，医院组织
了全院精干力量为患者会诊、制定治疗方
案，从个人卫生、饮食、生活环境等最基
本的事情做起，给患者无微不至的关爱。
入院几天后，患者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都
有了很大变化。

像这样的患者，最近几年安定医院
已救治了 9个，最典型的当属肃宁北石
堡村的李某。患有精神疾病的李某曾弑
父焚尸，被家人关进铁笼 24年，后被沧
州安定医院解锁，经过治疗已重获新
生。从刚入院时的不能说话、不能走
路、不能自理，到现在的能够自己吃
饭、喝药、洗衣服，自己去食堂打饭，
自己去做治疗，也能与人交流了。家人
们第一次来探望时，都激动地哭出了
声，连说是奇迹。

解锁行动是解救一些因家庭贫困无
人照顾的被铁笼、铁链锁住的重性精神
病患者。让他们和其他病人一样接受正
规治疗，是沧州安定医院精神病防治康
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韩之杰说，解
锁行动没有尽头，公益行动没有尽头，
医院将一如既往地把这一闪耀人性光辉
的公益活动做好，为更多重症患者身心
解锁。

结识张志杰始于一项比赛
——“国网好声音”职工歌手
暨原创歌曲大赛。他和歌手杨
磊在朋友们期待的目光中一步
步“夺金”，亮眼成绩惊艳了
朋友圈。

“那是谁的脸，永不知道
疲倦，在黎明之前，将黑夜点
燃……微微的光，深深地连成
一片，光明的情，是你的爱，
我心中的答案……”就是这首
《微光》，作为沧州供电公司选
送的 3首优秀作品之一，参加
了省级比赛，又以河北省、华
北区比赛金奖的战绩闯入决
赛。最后成为全国77组歌曲之
一进入复赛、43组歌曲之一进
入决赛，在９月下旬摘取了原
创歌曲全国大赛金奖。

量“声”打造

“太难了！”这首由张志杰
作曲、杨磊演唱的歌曲自开始
创作到得奖，历经了半年时
间。

“三四月份的时候，发小
杨磊给我打电话说国网公司有
个原创歌曲比赛，让我给他写
首歌。我说你大概想表达什么
主题思想呢？他说要体现出新
时代电力职工的追求和精神风
貌。我根据经验，大概有了个
思路，那就是首先要表达出电
力职工对工作的热爱，再有因
为是比赛，要大气。我根据这
个思路，开始了创作……”

张志杰仔细听了杨磊之前

唱过的歌曲，根据他的嗓音条
件，为他量身定作一首歌儿。
他先写了三四首，反复斟酌比
较，最后拟定了现在的旋律，
并请杨磊提意见。之后的创作
没有碰到太大的难题，因为是
为歌手量身定制的歌曲，歌手
演唱起来比较舒服。

参加完省里比赛要进军华
北赛区比赛的时候，一位导演
对这首歌非常认可，提出了结
构上的修改意见。志杰重新调
整了一下，然后一直采用这个
版本进入到全国比赛。在比赛
最后阶段，因为这时候杨磊的
嗓音状态比较好，又增加了音
高的难度，让他唱得更高。

微光不微

《微光》载誉归来，志杰
坦诚地说：“一开始我对自己
的期望并没有那么高，感觉在
河北省能拿个奖就很不错了。
通过一次次的比赛并获得金
奖，我对自己的信心也增加了
许多……”

《微光》的歌名就源于他
的灵感。他用音乐诠释了自己
对电力职工的敬佩：每位电力
职工都是一个光源，散发着各
自 的 光 芒 。 这 些 “ 微 微 的
光”，汇聚到光明的事业中，
深深地连成一片……

这首歌曲得到了好几位专
家的好评。专家说，对于演唱
者来说，能唱这首歌的人甚
少；同时，完全体现出电力职

工对工作的热爱和一往情深，
不仅大气，而且不俗；另外，
这首原创流行歌曲旋律的音
域、可听度、歌手的诠释都是
一流的。

踏实前行

作曲、编曲、录音、影视
配乐、舞蹈配乐、流行歌曲演
唱指导、钢琴教学，志杰徜徉
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他７岁学习钢琴，师从我
市钢琴教育家王苗，后考入天
津师范大学师从于敖德萨音乐
学院瓦连京教授攻读钢琴专
业，入学第二年学习编曲、电
脑音乐制作。大学毕业后当钢
琴老师，12年前回到沧州，建
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成为职业
音乐人。

“音乐是感染人的，不仅
疗愈身体，对思想的影响也非

常大。”他说，他一直把工作
当成爱好，如果不出于热爱，
他不会有这么长久的热情和充
沛的精力。虽然大学学的是钢
琴，但他几乎对所有乐器都了
如指掌，这扎实的基本功有力
地帮助了他的创作。为了编好
一个曲子，熬几个通宵是常
事。有了灵感，发展成曲子，
制作出旋律，再细致打磨，会
持续一两个月。

作品获得认可，他会有如
释重负的感觉，也会像对自己
的孩子一样爱不释手。现在，
他已创作了几十首歌曲，上千
首编曲。2018年，他为《吴桥
杂技连天下》创作的编曲获得
河北省第 12 届燕赵群星奖。

“真正好的作品会千古流传，
这是我的奋斗目标。艺无止
境，学无止境，我最近又升级
了音乐工作室，在音乐的世界
里，我会不断前行。”他说。

沧州安定医院沧州安定医院
再再““解解锁锁””
一重性精神病患一重性精神病患

耄耋耄耋““红娘红娘””牵线忙牵线忙

一生促成一生促成300300对对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好家好家风成就好家庭风成就好家庭

本报记者 张梓欣 本报通讯员 高 雨 浩 伊

走进王廷怀家干净整洁的小
院，阵阵欢声笑语从屋里传来。
儿孙们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孩子们跳起刚学的舞蹈，一家人
其乐融融。

83岁的王廷怀是一位有着
42年教龄的老教师。他不但对
学生要求严格，对自家孩子的教
育也毫不松懈。奉公守法、尊老
爱幼、勤俭持家、诚信待人的家
训，为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个人立
起了人生标尺。在他的言传身教
下，6个子女中有3人成为优秀
教师，其他3位也在自己的岗位
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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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来自黄骅市滕庄
子镇夏庄子村的王廷怀参加工
作，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任职
期间，省教委多次来学校检查
验收，均获好评。“还记得当时
领导们经常对我说：‘廷怀啊，
像你这样把材料写得这么实的
人，真是少见啊！’”王廷怀笑
着聊起当时的情景，耿直的他

一直深受领导信任。
说起耿直，老伴儿张密兰

讲起了 3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那会儿是盖老房，王廷怀去砖
厂买砖，碰巧卖砖的是他以前
的学生，一看是老师来买，就
想给优惠一些，王廷怀一听，
却坚持一分钱也不少给。

“回来跟我说起这件事，他

说，咱不能沾人家便宜，孩子
挣钱养家不容易。”张密兰说，
后来他经常拿这件小事教育孩
子们。

退休后的王廷怀，生活充
实，除了在家照看孙子、孙女，
还养花、养鱼陶冶情操。好几次
学校请他过去帮忙，他都笑着拒
绝了。“我老了，想法也老了。

还是多给年轻人机会吧。”
在王廷怀看来，教育的本

质是用生命影响生命，自己端
正做人，学生也会受到影响。

他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的
做人准则，一直影响着家里
人，孩子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也将“奉公守法”家训牢记在
心里，时刻鞭策自己。

◇ 用生命影响生命

说起老伴儿张密兰，王廷
怀眼里充满爱意。

“那些年，为了让我安心
工作，一直是她照顾家，里里
外外什么事都自己扛。头两
年，她病了一场，当时生活都
不能自理了，我真是心疼！”

2018年端午节后，张密兰
不慎摔倒，颈椎受伤导致四肢
不能动，在医院一住就是50多
天。王廷怀不顾儿女反对，每
天守在医院里伺候她。后来，
医院通知可以回家休养了，可
孩子们的家都没有电梯，上下

楼很不方便。这时，王廷怀的
外甥主动空出自家有电梯的房
子，让妗子去他家疗养。孩子
们则不分日夜地轮流守着母
亲。经过半年多的悉心照料，
张密兰的病情好转。

张密兰病好后，老两口商

量着重建老房，回去居住。为
了让老人住得舒心，子女们争
相为新房装修、添置家电，在
花钱上谁都不计较。

小儿子王胜说：“老两口
身体好、心情好，就是我们做
儿女的福分。”

◇ 孝老爱亲一家亲

在王廷怀的家风中，向善
是主旋律。

一次，小儿媳李德霞在中
行取款机附近拾到一部手机，
想方设法联系上了失主。失主
拿出几百元钱来答谢，被她拒
绝了。前几天，大儿子王强遇
上一位问路的老大爷，本来以

为告诉他走的方向就行了。王
强走出一段距离后，回头一
看，老大爷还不知往哪走，他
立即返回去，这才发现老大爷
的身上带了一个电话号码牌。
王强随即打电话联系了老大爷
的家人，又帮老人联系车送他
回家。最后，王强骑着老大爷

的自行车，跟着车一起把他送
回家才安心地去上班。送到家
后，他才知道老人患有老年痴
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在日常生活中，一家人
“诚信助人”的故事比比皆
是。良好的家风是无形的资
产，这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也是

村里的榜样，曾获得 “精品
庭院示范户”“文明家庭”“好
家风好家训”等荣誉。

“这个家庭很和睦，姐弟
之间以及上下辈之间关系都很
不错，老人疼孩子、孩子孝顺
老人。我们邻里关系也很和
睦。”邻居王延兴说。

◇ 向善力量传美名

““微微光光””照亮照亮音乐人生音乐人生
本报记者 田 潇

本报讯 （记者齐斐斐） 11 月 15
日，沧州天然居美食城大厅里，丝竹
管弦，声腔婉转，气氛热烈。沧州河
北梆子剧团青衣演员吴素君、琴师张
宁拜师仪式在此举行。他们将成为国
家一级演员张秋玲、河北梆子剧院首
席琴师李德全的弟子。

李德全，国家一级演员，河北梆
子剧院首席琴师，经常参加央视等晚
会的录制、编创工作，多次赴美国、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其担任作曲
的新编历史剧《花木兰》、古希腊悲剧
《安提戈涅》在国内外受到好评。张
宁，是沧州河北梆子剧团首席琴师，
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对音乐颇具
天赋。此次师从李德全，技艺定会有
新突破。

张秋玲是河北梆子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河北省小百灵艺术团名誉团
长。1988年，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尖
子演员。先后主演过 《红色娘子军》
《蝶恋花》《窦娥冤》等 30多部大戏。
先后荣获河北省青年汇演一等奖第一
名，全国优秀现代戏唱腔比赛优秀演
唱奖，被评为河北省首届“德艺双
馨”演员。吴素君，30 几年坎坷戏
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始终以戏为
魂，目前是沧州河北梆子剧团的台柱
子，也是最为年轻的青衣演员。“能拜
师张秋玲，我特别激动，能有这样顶
级的老师传帮带，我一定会好好学
习。”吴素君激动得热泪盈眶。

多年来，沧州河北梆子剧团在紧
跟时代、创新剧目的同时，尤其注重
培养人才，拜师学艺，把真正的顶尖
艺术人才请进来，不断提高演员们的
整体素质，为发扬传统戏曲文化艺术
作出了很大成绩。

市梆子剧团市梆子剧团
两演员拜师两演员拜师
张秋玲李德全张秋玲李德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