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六晚上8点，仁和文化艺术团微
信群里响起一连串的提示声：“大家周末
好，今天的网络文艺晚会马上开始……”

报幕的人叫刘贺中，今年 58岁，他
的工作是门卫，同时也是沧州仁和文化
艺术团的团长。

仁和文化艺术团成立以来，每个星期
六的晚上8点，都会举办一场这样的网络
文艺晚会，演员、主持、导演、观众……
所有人员都出自这个艺术团。

从成立之初的“二人转”，到如今拥
有 4200 多名成员，下设文艺部、诗文
部、朗诵部、书法绘画部等7个分部，就
连刘贺中自己都觉得难以想象：“短短两
年，这个小团体竟有了这样的规模……”

仁和诗社

现在的仁和文化艺术团是从两年前
成立的仁和诗社发展来的。

刘贺中家住沧县姚官屯镇仁和村，
他从小喜好文艺，尤其是诗文创作。
2020年初，他和有着相同爱好的孙俊霞
一起谋划成立了仁和诗社。

说是诗社，其实就是微信群，没有
线下活动，社员也只有两三个人。有人
说他是瞎折腾：“一个看大门的，冒充什
么文化人？”

对此，刘贺中并不在意。他热情高
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刘贺中就是
这脾气——凡事只要去做，就一定尽己
所能做到最好。

工作中，偌大的单位，四五十口
人，刘贺中一个来月就把人认全了：“一
到上下班的时候，我就到门口守着，不
管刮风下雨。一次照面记不住，两次照
面记不住，第三次、第四次就记住了。
少数几个人叫不上名字，但我也知道他
在这儿上班。”

“我是门卫，看好这道门就是我的
职责！”他把这种“轴”劲儿也带到了
文学爱好里——古体诗、现代诗、打油
诗……每每触景生情，都落到纸上，并
发到微信群里与大家一同分享创作的乐
趣。

在他的带动下，只 10多天的工夫，
诗社成员就增加到了 100多人，从 80多
岁的老人到二三十岁的青年，成员中有
教师和白领，也有农民和工人……他们
虽然年龄相差悬殊、工作领域各异，但
来到诗社，大家都是文学爱好者，相互
之间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与此同时，诗社中的各种活动也渐
渐多了起来。每到春节、端午节、重阳
节等节日，刘贺中就会组织策划专题诗
会，成员们纷纷把作品发到微信群里，
相互点评、共同进步，诸如“一字之
师”的故事发生了不知多少次。正如刘
贺中在作品里写的那样：“莫说沧州无友
寻，良朋一字值千金。”

小小的仁和诗社，成为一众人的心
灵港湾、友谊纽带。

意外惊喜

很快就到了诗社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经过一年的发展，原本只有两三个

人的诗社，已经拥有300多位成员，遍及
河北、山东、河南、黑龙江等地。

考虑到大家平日在网上交流得起劲
儿，在现实中却互不相识，刘贺中便想
组织一场周年庆典，把大家聚到一起认
识认识。

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最终能不能把
事儿办成，刘贺中心里并没底：“首先大
家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再者天南海
北哪儿的人都有、多大岁数的人也都
有，平时大家在网上交流不觉得什么，
可真要面对面坐到一起，不仅有难度，
可能也会感到拘束……”

思虑再三，刘贺中将决定权交给了
大家。“当时心里七上八下的，生怕大家
产生分歧，甚至影响到诗社原本和谐的
氛围。”刘贺中回忆说。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家不但纷纷
支持，还争相亮出了各自的拿手绝活，
准备在庆典上为大家表演助兴。

短短3天时间，成员们就报上来30多
个节目，歌曲、舞蹈、朗诵、三句半……
丝毫不亚于一场专业的文艺演出。

刘贺中一边整理节目单，一边感
叹：“没想到，没想到，真是卧虎藏龙！”

2021年元旦当天，刘贺中和诗社成
员精心筹备的联欢会如期举行。大伙儿
齐聚一堂，品诗作文、表演节目，好不

热闹。
联欢会一结束，刘贺中就有了将诗

社改建成艺术团的打算。这一次，他又
和成员们想到了一起。

公益演出

艺术团一成立，公益演出就被大家
安排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艺术团相继加
入沧州市义工协会、新华区文艺服务志
愿总队。

“第一场线下公益演出，大家连彼此
姓名都不知道，全用网名代替，就算这
样也没影响到我们。演出时，台下观众
特别热情，气氛好极了！”第一场演出就
大获成功，这更加坚定了刘贺中和艺术
团所有成员的信心。从那以后，每到国
庆节、建军节、重阳节、中秋节等节
日，艺术团都会到各社区、公园、乡村
进行义演。

刘贺中的工作时间相对特殊，上一
天休一天。工作中，他全神贯注、毫不
马虎；休息日也不得闲，艺术团里大大
小小的事务都需要他出马。

有演出计划时，他是导演、场务、
编剧……还要负责联系场地和主办方，

台前幕后忙个没完；没有演出计划时，
他逐个练习场跑，了解新节目的排练进
度。艺术团一共有 4200多名成员，人员
多、训练场分散，刘贺中一天转4个训练
场，原本充满了电的电动车能跑到亏电。

老伴儿心疼他，总劝他多注意休
息，刘贺中却说：“这些都是我应该做
的，更何况别人的付出一点儿不比我
少。”

副团长朱秀芬经常为艺术团工作到
深夜；秘书长孔祥云编排了许多正能量
的节目；摄影师李德强、音响师王茂
林，每场演出都积极参与，把自己的设
备无偿提供给艺术团使用；还有那些多
才多艺、各有所长的成员……

如今，仁和文化艺术团名声在外，
常有商家邀请他们前去表演。其间，难
免会和公益演出相冲突，但不管商家给
多少酬劳，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去
参加公益演出。“这都是大伙儿共同的决
定。”刘贺中说。

线上晚会

星期六晚上8点，艺术团成员张金英
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微信新消息的提
示音随即响起。

她点开语音条，熟悉的声音随之传
来：“大家晚上好，今天的网络文艺晚会
即将开始……”仁和文化艺术团的“快
乐周末”线上文艺晚会开始了。

像这样的线上文艺晚会，张金英几
乎每周都会参与。这一次，她和老伴儿
表演的是《老两口学毛选》。

从 2021年艺术团正式成立起，每到
星期六晚上8点，刘贺中都会组织“快乐
周末”线上晚会。

“起初，是为了让大家在疫情期间多
参与艺术活动，没想到效果很好，就延
续了下来。”刘贺中说，线上晚会每场大
概一个小时，一共 10个节目，成员们提
前在微信群里报名接龙，报满为止，每
次都是很快就能报满。

“我们最近正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希望能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送进千家万户。”刘贺
中说。

“来都来了，不上场打两局合适吗？”在这

块一眼望去再找不到第二个女孩的篮球场

上，扎着马尾辫的安宁宁显得格外“扎眼”。

对周围投来的异样眼光，她显然并不在

意。换上球鞋，穿好护具，安宁宁随时准备上

场……

篮球女孩安宁宁篮球女孩安宁宁

上个月，就读于浙江建设技
师学院的22岁青年马宏达，凭借
技高一筹的表现，在2022年世界
技能大赛特别赛中，获得了“抹
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为
中 国 队 在 该 项 目 实 现 了 金 牌

“零”的突破。
消息一出，便有网友留言，

这是刮腻子“刮”出来的建筑行
业世界冠军。

虽是一句玩笑，但我相信，
写下这条留言的网友，心中对这
位年轻冠军一定充满了敬重。

我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那么“刮腻子”冠军
又是怎么炼成的呢？

马宏达从事这项训练已经 5

年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是
这样说的：“不少人认为抹灰和
隔墙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在世界
竞赛领域，操作误差不能超过一
毫米。”

为了达到参赛水平，马宏达
每天早上 8 点准时出现在实训
室，每天至少练习7个小时——
夏天，他每次练习时都要备着
好几套衣服，因为几组动作就
能让身上的衣服湿透；一双5公
分厚的钢头鞋，被他两个月就
磨破了底；世界技能大赛的图
纸文件都是英文的，每天训练
结束后，他都会跟着项目翻译
学习，背诵英语短句，并尝试
口语交流……

马宏达的最终夺冠，也让人
们对职业有了更多看法与思考。

过去，相信不少人听过这句
话：“不好好学习，长大后只能
扫大街、掏厕所……”而如今，
透过媒体争相报道和大众赞许，
我们不仅看到了当下社会对职业
多样性的包容，更看到大众对工
匠精神的敬佩。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我市的
“大国工匠”李德的故事。从
1982 年干起“掏粪工”，到成长
为“大国工匠”——成为首位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环卫专家，
李德用了 34 年。他先后进行了
100 多项技术革新，获得了众多
国家专利，填补了国内特种设备

领域空白，逐步让运河区环卫部
门的粪便清淘机械化作业由18%
提高到 98%；他改造的环卫车，
让一个“有味道”的工作，变成
了无异味作业。

无论是马宏达还是李德，他
们都在平凡岗位上坚守着工匠精
神，并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甚
至改变了一个行业。

期待出现更多“刮腻子”冠
军。充满干劲，不浮不躁，从小
事做起，从专业做起，为梦想努
力，在热爱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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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团到老年艺术团到老年
公寓慰问演出公寓慰问演出

刘贺中刘贺中（（左左））和小和小
演员合影演员合影

图片均为资料片

艺术团里的“门卫团长”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赵华堂

刘贺中每天都很忙——忙着工作，忙着打理艺术团大大小小的事务。

工作时，他是一名门卫；工作之余，他是沧州仁和文化艺术团的团长。在这个拥有4200多名成员的艺术团里，刘贺中要操心的

事有很多，他说：“累是肯定的，但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呢？”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场球
赛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
就两场。”安宁宁常这么说。

27 岁的安宁宁是一名售
楼员，也是一名狂热的篮球爱
好者。她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
身份之间自如切换——工作
时，她一身职业装、面带微
笑，“您好”“欢迎”“请慢
走”等礼貌用语随时挂在嘴
上；而到了球场，她瘦弱的身
体里总能爆发出强大能量，即
便和一众比自己既高且壮的男
性同场竞技，也毫不示弱。

“稀有动物”

安宁宁从小就喜欢运动，
但踏上篮球场是最近4年的事
情。

之前她颈椎不好，接触篮
球，只是为了找一项合适的运
动锻炼颈椎。

安宁宁居住的小区里有一
块篮球场，她每天早晨6点来
这里投 100个篮。“那时刚接
触篮球，不光不会打，想找个
结伴的女孩都没有。之所以一
大早去球场，除了时间合适
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间
段人少，不用担心被别人当熊
猫看。”安宁宁回忆说，最初
那段时间，她甚至不好意思去
别的球场练投篮。

随着投篮练习的深入，安
宁宁对篮球的兴趣也越来越
浓。她曾动过报班学习的念
头，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一
家专为女孩训练的机构。

有一次，安宁宁外出发放
宣传页，恰好遇到一家在室外
教学的篮球培训班，这让她如
获至宝，此后便经常来这里旁
听偷学，然后再回去练习。

拿球说话

每一个喜欢篮球的人，都
梦想着像乔丹一样踏上球场并
最终赢得比赛，安宁宁也不例
外。

但梦想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最初的时候，安宁宁需
要鼓足勇气才敢踏上球场，
可迎接她的并不是鼓励和掌
声，而是一句：“我们怕撞伤
你。”

安宁宁明白，对方已经说
得很委婉了，但她更知道球场
上拿球说话的道理。

日复一日苦练，练的不只
是球技，还有体能和意识。

终于，当别人再对她说出
那句“我们怕撞伤你”时，她
慢慢有了勇气，并笑着回一

句：“行不行的，打打看！”
去年 7月，安宁宁第一次

上场打比赛，20 多个人中，
她是唯一的女孩：“虽然打得
不算好，但上场比赛的感觉真
不赖！”

渐渐地，安宁宁这个名字
在球友圈里被熟知，人们对她
的印象，也从“瞧着稀奇”变
成了“打得不错”。

场外收获

这些年，安宁宁在篮球场
上不仅收获了一大群球友，更
找到了自信。

即便篮球场上再找不到
第二个女孩，甚至周围投来
异样的眼光，她也不会在
意。换上球鞋，穿好护具，
随时准备上场：“来都来了，
不上场打两局合适吗？”

球场上，别人在她头上投
进一球，下一次，她说什么也
要还以颜色，还不忘开句玩
笑：“你也不行！”

比这更让她高兴的是，如
今，越来越多的女孩子也喜欢
上了这项竞技运动。

她和其他 7位志同道合的
女孩组建了一支球队，叫会展
女篮。每天下了班，就约着一
起到球馆里训练、打比赛。安
宁宁笑着说：“现在，不光打
篮球的女孩多了，篮球场和女
教练也多了，我们终于不用再
当‘旁听生’了……”

除了健康的体魄、阳光的
心态外，篮球给安宁宁带来的
改变还有很多：“这项运动比
拼的不只是身体、技巧，还有
头脑，要不停思考如何进攻、
防守。我平时工作比较忙，运
动就是我释放压力的最好方
式，让我能够轻松地应对工作
中的各种难题。”

安宁宁说，她现在最喜欢
的篮球运动员，是正努力摆脱
低谷的拉塞尔·威斯布鲁克，

“曾经的他‘飞天遁地’，战无
不胜。可如今受伤病袭扰，
他从联盟最有价值球员变成

了‘万人嫌’，但他没有气
馁，而是努力作出改变，从
替补打起。”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就
像不可能永远都能投进球一
样。能不能跨过脚下的坎儿，
就看你敢不敢踏上球场……”
说罢，安宁宁头也不回地朝球
场跑去。

球场上的安宁宁球场上的安宁宁（（资料片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