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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票友王俊平七旬票友王俊平七旬票友王俊平
水水水袖流转唱一生袖流转唱一生袖流转唱一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贾世峰贾世峰贾世峰

在日前举办的第九届沧州京剧
票友大赛中，74 岁的王俊平凭借
《捧印》获得满堂彩，成为“十大
票友”之一，也是获奖票友中年龄
最大的。她说：“我的人生已经离
不开京剧。”

自幼迷上京剧

王俊平是沧县皂坡村人，1949
年生人。听母亲讲，她从五六岁第
一次听到京剧时，就完全被京剧

“迷”住了。
“母亲说，那年有一个京剧班

子来村里演出，听到锣鼓声后，我

就闹着要去听戏。到了演出现场，
站在人堆里，根本就什么都看不
到，我蹲在妈妈身旁，安静地听着
台上的唱腔，不哭也不闹。”

“京剧的韵律真是太优美了！”
从那时起，王俊平就喜欢上了京
剧，常在村里的大喇叭和收音机里
听，偶尔有京剧团来演出，她会和
小伙伴们一个村一个村地追着看，
模仿戏班子的每一个动作、表情和
唱段。对于年幼的王俊平来说，来
了京剧团，就像过年一样让人高兴。

在王俊平20岁左右的时候，村
里请来了沧州京剧团的王少鹏老师，
指导村里的演出队排练京剧。作为演
出队一员的王俊平，终于得到了专家
的指导，这才知道什么是“唱念做
打”，什么是“青衣花旦”。“那时候
真是太痴迷了，在路上走着，想起戏
来，就突然比画着唱了起来，大家都
说我‘神经病’。”说起当年的趣事，
王俊平笑了起来。

上世纪 70 年代，社会上除了
“样板戏”，已经没有其他戏可学，
但王俊平想方设法地寻找一切机会
学习京剧，先后学会了《红灯记》
《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样板
戏”的女主戏。随后，王俊平结婚
生子，为生活打拼，把自己的京剧
爱好搁置了起来。

结识京剧名票

1996年，年近50岁的王俊平带
着儿女来到沧州市区生活。

一天傍晚，她在运河边遛弯
儿。走到清风楼南边时，听到京胡
声传了过来。王俊平循着声音，来
到了清风楼北边的一处平房外，京
胡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这时门开了，一位老者走了出

来，面带微笑对她说：“您是会弹
呢，还是会唱呢？”一句话，说得
王俊平五味杂陈，是时候把京剧

“拾”起来了。
这位老人叫吴玉臣，是市区有

名的京剧票友。这间平房，就是票
友们成立的一家京剧社。在这里，
王俊平结识了很多朋友。

王俊平买了录音机和京剧磁
带，重新唱了起来。以一个票友的
身份投入到京剧的世界里，到锣鼓
声中，去体验另外一番人生。

第一次和票友合作，王俊平唱
了《武家坡》选段。唱罢，琴师尹
老师对她说：“俊平，你这唱腔字
头要短，字尾要清，要让字‘打着
滚出来’。”

“票友们对我帮助很大，我也
愿意多学，那段时间，感觉自己进
步很大。”王俊平说。

王俊平不顾学艺道路上的艰
辛，省吃俭用地置办行头，开始了

“自讨苦吃”的票友生涯。为了圆
自己的京剧梦，2000年，在票友的
引荐下，她拜师沧州市京剧团的名
角李俊茹，开始学习梅派 （梅兰
芳） 和张派 （张君秋） 的青衣戏。
她一句一句地学唱，纠正自学时不
规范的地方。

王俊平为了学京剧，先后用坏
了 2部录音机、3个复读机和 1台
DVD， 电 视 成 为 她 最 好 的 “ 老
师”。各京剧爱好者团体的活动，
她更是积极参加。几年间，《大保
国》《二进宫》《秦香莲》《大登
殿》等传统京剧剧目她都已经能唱
完全本。

登上决赛舞台

“我觉得自己的水平还是不

行。”王俊平说，她爱了一辈子京
剧，多次参加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公
益演出，却没参加过票友大赛。

“你都多大年纪了，不参加一
次，不遗憾吗？”好友们知道她的
水平，鼓励她参加比赛。

在几位朋友的推荐下，王俊平
找到了市京剧团的刘萍老师，潜心
学习经典京剧剧目《捧印》。京剧
讲究“唱念做打”，《捧印》这出戏
都包括了，对已经70多岁的王俊平
来说，仅仅在体力上就是很大的挑
战。在刘萍的指导下，王俊平从
2022年 3月报名参赛后，开始一心
练习《捧印》，怕打扰别人，她爬
到公寓楼顶练唱腔；在家里，她穿
着软底鞋练步伐身段；躺在床上睡
不着，她就练手上的动作……

今年 1月下旬的一个周末，风
雪交加，王俊平倒了两趟公交去群
艺馆和鼓师、琴师练磨合，雨伞都
被风吹坏，自己也冻感冒了。

“不疯魔，不成活。这部《捧
印》，我练得太辛苦，要不是真心
喜欢，是坚持不下来的。”王俊平
说。

“见帅印不由我心酸难忍……”
2月 21日，王俊平迎来了实现梦想
的一天，登上了全市第九届京剧票
友大赛决赛的舞台。一出 《捧
印》，王俊平唱腔身法俱佳，将穆
桂英见到帅印后思绪翻涌、浮想联
翩，以及临危受命、慷慨出征的复
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赢得了满
堂彩，以总分第六名的成绩成为本
届大赛的“十大票友”之一。

“京剧就是我的生命，我对京
剧艺术的痴迷程度无法用语言来表
述。但我知道，任何事情，只要喜
爱，只要执着，好梦都会成真。”
王俊平说。

王俊平饰演王俊平饰演《《捧印捧印》》中的穆桂英中的穆桂英

王俊平在家中练习步伐身段王俊平在家中练习步伐身段

服装不对版服装不对版
退货没商量退货没商量
李智力

老人于振老人于振祥祥：：

精于精于养花草养花草
生活生活有乐趣有乐趣
李佳芳 牟学胜

在华北油田东风社区六小区，81岁
老人于振祥家的空地被花草占满了。几
平方米的阳台空间，摆着各种各样的盆
栽，房间边角处也错落有致地放着不同
造型的绿植。茉莉、吊兰、绿萝、绣
球、长寿花……对这些花花草草，于振
祥如数家珍。

于振祥退休后爱上了养花草，从别
处掐下来的枝，别人家不想要的花，他
都像捡到宝一样带回家，而且一养就
活。有这样的“技术”，让他成了小区居
民眼中的养花“高人”。大家有养不好的
花，就搬过来请他帮忙。

“老弟，快看看，我这盆茉莉叶子黄
了，怎么都不开花呢？”1号楼的崔大爷
来到于振祥家，让他看看自己的花是怎
么回事儿。于振祥一问才知道，原来崔
大爷听说茉莉喜欢阳光，就天天放在太
阳下晒，结果叶子被灼伤了。于振祥将
茉莉的黄叶摘掉，细心修剪一番，然后
在伤口上涂抹多菌灵，放在阴凉通风的
地方。他知道茉莉偏爱酸性土壤，就用
兑好的白醋水进行浇灌。

这样精心照料了一段时间，茉莉花
的叶子恢复了生机，并且长出了花骨朵
儿。于振祥把养好的茉莉花又送回到了
崔大爷家，崔大爷看后喜笑颜开。于振
祥又再三叮嘱崔大爷怎么养护，才放心
回家。

在邻居眼中，于振祥花养得好，得
益于手巧。他却说：“其实就是比较用
心。”于振祥在华北油田干了几十年采油
工，之前没有接触过花草。退休后，他
自购书籍，开始学习养花，并在实践中
慢慢摸索。

经过对花草的养护，于振祥长了经
验，学到了知识。他每天一起床，就
要看花儿，把枯黄的叶片掐去，将掉
落的残败花瓣扫走。换土时，他小心
翼翼地将花挪出花盆，在旧土上放上
肥料，再添置部分新土，然后用小棍
反复击打土壤，将土捣实。浇水时，
什么花多浇水，什么花少浇水，都有
讲究。

不管是自家的花，还是邻居家的
花，于振祥都一样细心地照看。慢慢
地，找于振祥帮忙养花的邻居越来越
多。邻居们不管是出门在外没法照顾花
草，或是花草出了什么问题，总会第一
时间想到于振祥。

于振祥不仅会养花，还会育花。有
的花能分盆了，他就买来花盆和花
瓶，把花分成几盆，养好后送给邻
居。“我不图什么，就是喜欢花，爱养
花，看看这些花草长大长高、开花结
果，觉得生活特有意思。”有邻居跟于
振祥打趣，笑他一个大男人成了弄花
匠，于振祥总是憨憨一笑。他觉得，
这是利人利己的好事，既能帮到大
家，又能锻炼身体。

“喜欢养花的人都是对生活充满热情
和希望的，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对生活的热
爱。”于振祥说，这些年有了这些花儿的
陪伴，生活多了乐趣。

献县雨花敬老服务中献县雨花敬老服务中
心提倡勤俭心提倡勤俭节约节约

““光盘光盘行动行动””
成成““家家规规””

本报讯（记者李智力）“我们敬老中
心吃饭有个好习惯，那就是做到‘光盘’
不浪费。”献县雨花敬老服务中心的义工
唐书军说，“光盘行动”是敬老服务中心
的“家规”，大家在这里都养成了勤俭节
约的好习惯。

献县雨花敬老服务中心是一个免费为
老人们提供餐食的志愿服务场所，勤俭节
约的“光盘行动”也成了老人们养成的好
习惯。“在服务中心里没有浪费这一说，
老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勤拿少
取。”义工刘素青介绍，有的老人吃不了
一个馒头，就会匀出一半来和别的老人一
起吃。还有的老人吃不了一份菜，就会主
动要半份菜。

“光盘行动”的好习惯不仅在老人中
间践行，而且也引导了许多小朋友参与进
来。献县花朵幼儿园的老师经常会带着孩
子们来这里体验生活。老人们教导孩子们
吃光碗里的米粒，孩子们有时会举着一块

“一粥一饭 来之不易”的牌子，提醒人们
不要浪费。“奶奶，我也‘光盘’了！”孩
子们用稚嫩的声音向老人说道。

反对浪费，崇尚节约。献县雨花敬老
服务中心的“家规”，不仅影响着老人和
工作人员，也让勤俭节约的种子在娃娃心
中扎下了根。

近日，渤海新区黄骅市常郭镇
蒋庄村党支部书记蒋观恒发现了一
个“怪现象”：村里的“爱心积分
超市”，很多可用积分兑换的奖品
发不出去了。

奖品都是生活必需品，为啥越
来越不受“欢迎”呢？

前年，村里设立了“爱心积分
超市”，希望通过物质激励的方
式，促进常态化志愿服务活动的开
展，把村庄治理得更好。“开始，
很多村民为了兑换奖品成为志愿
者。可在志愿服务中，他们从被动
到主动，把奉献爱心当成习惯，把
志愿者当作自己的另一重身份。”
蒋观恒说。

蒋庄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几年
前，村里没有一支像样的志愿服务
队伍。

“俺们村以前组织过一次集体
志愿服务活动，主动响应的村民寥
寥无几，有的村民甚至说，有那工
夫还不如出去赚点钱。”蒋庄村妇
联主席何风玲介绍，平时村民都是
各忙各的，缺乏集体意识。

2021年10月，在上级宣传部门
指导下，蒋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启动了“爱心积分超市”试点建
设。为鼓励大家，凡参加志愿服务
活动的村民可获取积分，凭积分能
在“爱心积分超市”兑换米、面、

卫生纸、洗衣粉等生活用品。
1 分兑一袋食用盐，3 分兑一

瓶洗洁精，5分兑一袋洗衣粉……
“爱心积分超市”设在村委会办公
室，货架上所有物品都“明码标
分”，墙上张贴着积分标准和物品
兑换分值表，村民一目了然。

志愿服务内容很丰富：每晚 6
时后，志愿者主动参与村里联防巡
逻；每周二、周六，是全村“清扫
日”，家家户户出来打扫卫生；每
月28日是义务理发日，老人和孩子
均能享受免费理发服务……

这种志愿服务新模式受到大家
欢迎。据统计，从“爱心积分超
市”运行到 2022 年元旦，短短两
个多月时间，村民兑换了 150余份

“积分奖品”。
然而，随着志愿服务活动在蒋

庄村的深入推进，村民的思想有了
转变，不少村民把奖品看淡了。

据“爱心积分超市”工作人员
统计，去年，志愿者中有40多人的
积分达到了 200分上限，却一直没
有兑换奖品。从 2022年春节至今，
一年多时间，兑出的奖品不足百
份，甚至有 8位村民没领积分存折
就加入了志愿服务队，村里只能悄
悄为他们攒积分。

村民蒋遵伟和张丽凤夫妻都
是志愿者，村里一有集体志愿服

务活动，二人均积极参加。蒋遵
伟在村里做电焊零活儿，村里老
人有需要的，他都会上门义务帮
忙。有一次，他帮村里一户困难
群众搭建围墙，搭工搭料干了一
天。有村干部看到他干活儿，让
他去登记积分，他笑着摆摆手。
其实，他家的积分存折上，去年 6
月就已达到了积分上限，可两口
子很久没有兑换过奖品了。

“做那些小事不值一提，大家

都是这么干的，不给奖品咱也
做。”蒋遵伟说。

不仅如此，夫妻二人的行为还
影响到他们的两个孩子。“每次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前，孩子就很自觉
地早早写完作业，生怕我们不带着
他们。”张丽凤说。

对于那些村民们未领走的“积
分奖品”，村里有了统一安排。蒋
观恒说，他们打算将这些东西用作
村里的爱心物资，逢年过节发给老

人和有需要的群众，让村民的志愿
服务二次发挥作用。

现在，这个共 102户村民的小
村庄，志愿者人数达到 85人。其
中，全家均是志愿者的有10户。村
民们互帮互助，养成了文明健康的
生活习惯，营造了和谐友爱的村
风。一年多来，徐艳艳、王谋丽等
一批村民，获得了常郭镇甚至黄骅
市的“优秀志愿者”称号，蒋庄村
也被评为沧州市文明村。

蒋庄村蒋庄村蒋庄村“““积分奖品积分奖品积分奖品”””为啥兑不出去为啥兑不出去为啥兑不出去？？？
本报记者 邢 程 孙 杰 周 洋

一天，家住新华区的郝姐

跟我说了一件烦心事。“我在

直播间买了一件衣服，到货后

发现衣服不对版，商家还玩起

了失踪。”郝姐说，商家这种

一锤子买卖的不诚信行为，让

她很气愤。

正是初春时节，郝姐想在

网上买件薄棉衣。这个时候，

许多服装商已经开始转卖春装

了，而冬装就成了反季节服

装，价格比较划算。她在直播

间看到一家网店正在卖棉服，

商家介绍了一款带有兔毛装饰

的棉服，说是去年冬季的爆

款，但现在只卖120元，价格

很实惠。

郝姐喜欢这个款式，没多

想就买了一件。可到货后，她

发现服装不对版，和直播间商

家展示的商品不一样。“商家

展示的棉服从帽子到衣服门襟

都有兔毛，而我收到的棉服上

却只在脖领处有兔毛，衣服门

襟处没有。”郝姐说，手机提

示到货时，她正在外地出差，

出于对商家的信任，没多想就

在手机上点了确认收货。

郝姐出差回来试穿衣服，

却发现不对版，于是把服装拍

了照片，给商户发过去，说明

了问题，可商家就是不给回

应。“这件棉服贵就贵在有兔

毛装饰，没了兔毛装饰，这件

衣服算起来就不便宜啦。”郝

姐说，因为自己出差的这段时

间，服装已过了退货时效，再

退货就只能联系商户了。退货

的主动权在商家手里，商家拖

着不应答，导致退货流程无法

继续。

家里老人劝郝姐，衣服能

穿就别这么麻烦了，留着将就

穿吧。郝姐也不愿再跟商家浪

费时间，只能是认栽。

商家这种行为让郝姐很无

语。先用好的商品在直播间吸

引顾客下单，可实际发出的商

品与展示品不对版，等消费者

提出退货申请，商家却玩起了

失踪。商家看似得了利益、赚

了钱，可这样的赚钱之道却是

以牺牲信用为代价的。这样没

有诚信的行为，又怎能吸引顾

客长期支持呢？

我是文明市民我是文明市民 要为城市争光要为城市争光
我是燕赵儿女我是燕赵儿女 要为河北争气要为河北争气

短 评

奖奖品品““遇冷遇冷””带来思想升华带来思想升华
蒋庄村开设“爱心积分超

市”的初衷，是在互帮互助、参
与环境卫生整治、建设美丽乡村等
方面引导群众，把辛勤劳动和文明
行为换取具体分值，让有德者有所
得，让做好人好事者得到认可和
褒奖，激励村民奉献爱心，提高
村民道德水平。

爱心始于物质，但又不止
于物质。“积分奖品”，这个调
动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的“原始由头”，在推出一段时

间后失去“功效”，充分说明了
蒋庄村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形”
的道德文化，很多村民从“要我
做”到“我要做”，爱心志愿服
务的意识和行为成为习惯，并影
响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人。

美丽乡村需要人人共建、人
人共享。蒋庄村村民在爱心志愿
服务活动中越来越体会到这句话的
深意。觉悟的转变和思想的升华，
源于他们对建设美丽家园发自心底
的渴望，这个“美丽”，既是指干净

整洁的自然环境，也指崇德向善的
社会环境。

乡 村 振兴要塑形，更要铸
魂。“爱心积分超市”的奖品逐
渐“遇冷”，让人们看到了当地
农民崭新的精神面貌。不求物质
回报，只为让共同生活的环境越来
越好，村民们互帮、互助、互
赢 ， 奏 响 了
共 建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的文明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