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痴 老年生活更加充实

“你看，这个绿本本是集团公司发给
我的，全郑州就只有我一个人有。”王作
保递给记者一个编号为061的《邮政社会
监督员检查证》，持证人是王作保，发证
机关一栏写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王作
保自豪地说，这就是组织上对我的认可
和最大的鼓励！

王作保今年77岁，精神矍铄，红光满
面，一头乌黑的青丝，双目炯炯有神，走
起路来虎虎生威，看起来也就是年逾六
十开外，怎么也想不到是一位年近八旬
的老人。

上世纪 60 年代，王作保从新乡师范
学院毕业，服从国家安排，被分配到新乡
市邮电局做起了邮政工作。“教育途中因

需改，喜做邮物愿终生”，这是王作保刚
参加工作时写的一副对子，谁知在邮政
一干就是 30 多年，从普通的邮政工作人
员到郑州市邮政局局长，再到河南省机
要局局长，王作保干得兢兢业业，也深深
地爱上了邮政工作。1996 年，王作保按
照政策办理了退休。

按道理，劳累了一辈子就该好好歇
歇了。没事溜达溜达，吃好、喝好、玩好、
身体好就行了。然而，王作保却不这样
认为，他说：“身体健康与职业有很大关
系，不干工作人会迅速地老起来。”邮电
分营后，王作保再也坐不住了，决心把自
己的余热发挥到邮政事业上。

“这是这些年我做的工作记录，每个
月我都会到 4~7 个邮政所监督检查工
作。看看局容局貌，邮政营业员的服务

态度、服务用语，职工仪容仪表以及邮政
便民设施。”在王作保的记录本上详细地
记录着每次监督的情况。他经常都是趁
着周末、下雨天、刮风天或将要下班的时
段，扮成用户到营业场所咨询或办理业
务，看看邮政工作人员有没有违规操作
的情况。“有时候，我还拽上老伴帮忙，比
如让她扮成不会写字的老年人，检验下
营业员的服务态度。”王作保说，他还利
用贺年卡和自购邮票发寄试信试片 210
余件，来了解市内信函传递时限和开箱
频次。而这些年，王作保也一直保持着

“绿色出行”的好习惯，经常是步行和骑
车。起初，人们以为他回来是为了返聘
工资，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分文不
图，完全是义务奉献。这也在河南邮政
系统内部被传为佳话。

豫剧痴 退休生活更添乐趣

“豫剧是我晚年生活的最大爱好，让
我觉得老年生活很有滋味。”王作保说。
一场《梨园春》，他能看上4次，首播、重播
看完了，他还要买来影碟再听再看。常
香玉、马金凤、阎立品的唱腔专辑，梨园
春的戏曲带……各种豫剧磁带、影碟在
王作保的家里堆成了山。“去年春节，孙
子给我买了这个，”说着，王作保从挎包
里掏出一个红色的随身听，“孩子把我喜
欢的剧目都拷进去了，这样我工作的路
上想听就听，一听豫剧浑身是劲！”一阵
响亮的笑声，看得出王作保老人爽朗的
性格。

在王作保的书房放着一把板胡。“板
胡是豫剧的主弦，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家
拉拉，自娱自乐。”王作保笑呵呵地说，

“我老伴挺支持我这个爱好，我拉弦的时
候，她会在一边听。”

贤伉俪 共建幸福家庭氛围

在和王作保闲谈的过程中，王作保

的老伴儿王春花一直在忙着做家务，偶
尔会停下来说上两句。

“她一直是劳动模范，在家可勤劳
了，洗衣服做饭，样样都精通。”王作保一
个劲儿地夸爱人。“她还是个老邮迷，既
爱好集邮，又爱好收集与邮政有关的新
闻报道。”王作保指着茶几上厚厚一摞

《中国邮政报》说，“这些都是老伴儿给我
订的，上面登了郑州邮政的新闻，她就帮
我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光是剪报的本
子，我都有七八本了。”记者看到王作保
的“剪报集”，上面有很多郑州邮政“里程
碑”式的珍贵历史。

“为了调理好我的身体，老伴儿经常
研究一些养生的食疗方子。”王作保忍不
住又夸起老伴儿。“比如说早餐吧，蒸的
鸡蛋里面好多材料，老伴儿你那里都放
了啥？”王春花有点不好意思，接过话头，

“为了给老王降血脂、降血压，我每天早
上蒸两个鸡蛋，里面放两个核桃，一两木
耳。我们把身体调养好了，老王也更有
劲发挥他的余热，也让孩子少为家里操
心，都能够安心工作。”王作保说，“我们
是一个地方的，我的口味她都能掌握，所
以我吃得很开心。我们都喜欢豫剧，爱
好一致，所以更容易相处。”两个老人互
相尊敬，相互欣赏。“2009 年，我们的金婚
纪念日，老王送给我一个计步器，让我每
天带在身上。老王说，最容易做到的锻
炼就是走路，有了这个小玩意儿，好像我
更爱走路了。”王春花幸福地笑着。

“我老伴儿还是个热心肠，隔两天就
楼上楼下转悠一圈，是我们楼里的义务
管理员，哪层灯坏了，哪层门窗出了问
题，她都会积极帮忙联系物业来修。”王
作保赞扬道。王春花说：“楼里住了很多
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太忙啦，起早贪
黑、加班加点的，有的再带个孩子，我能
帮上这点小忙，让邻里邻居的都过得舒
坦舒心，自己也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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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陇海北二街社区里，有位家喻
户晓的小名人，她叫巩梁果，每次她一
开唱，透亮的女高音就让人停下脚步。

巩梁果今年 7 岁，从 5 岁开始学
习声乐。巩梁果的妈妈说：“当初果
果很小的时候，声音很大很亮，周围
的亲戚朋友都说是学声乐的料子，后

来就去培训学校试了试，老师觉得非
常好，就开始让她学声乐。”今年暑
假，巩梁果报名参加了中国音乐学院
声乐艺术过级考试，去年巩梁果考过
了四级，今年便报了八级。考试的时
候评委一见巩梁果，就直摇头说：“孩
子太小了，连跳几级不好，再多让她
锻炼锻炼。”老师和父母却说，这次就
让她练练，让她试试吧。结果巩梁果
一开口，就把现场评委惊艳了，最后
以优秀顺利通过。

巩梁果除了声乐学得很棒外，舞
蹈和钢琴也很不错。妈妈经常带她参
加各种活动，小姑娘人长得可爱又漂
亮，走到哪儿都惹人爱。如今她已是
个小名人了，既是么么网的年度代言
人，也是大上海城昭元形象代言人。

对于巩梁果小小年纪已经取得
的不小成就，家里人说：“我们不求她
有多出彩，只希望她的童年过得精
彩、快乐。”巩梁果开学就上二年级
了，妈妈说：“果果学业越来越重，压
力有点大了，我和她爸爸也挺心疼。
但是在不影响文化课的基础上，只要
孩子乐意学，我们就支持。”巩梁果自
己却说，唱歌是她最喜欢的，所以不
管怎样，她都要坚持下去。

4 岁的李时行，家住金城街社区，是
个活泼聪明的小男孩。

他经常参与郑州市妇联、《郑州晚
报》等单位主办的“郑州和谐家庭社区
行”活动，他为大家表演的《最炫民族
风》舞 蹈 ，每 次 都 让 社 区 居 民 印 象 深
刻。别看李时行舞蹈跳得有模有样，
大家一定不知道小时行可是从没学过
舞蹈，这每一个动作都是他跟着姐姐
学的。

李时行的姐姐也只有 6 岁，在蓝精
灵少儿艺术学校学习，李时行年纪小
没法进，就只能在姐姐回家后，让姐姐
教他。唱歌、跳舞、讲故事、打快板，有
样学样，小时行都非常感兴趣。李时
行妈妈说：“他整天都围着姐姐转，每
次姐姐一回家，他就亲热地叫‘美女姐
姐，教我唱歌跳舞呗’，那样子可逗人
了。”就是在李时行央求下，整个暑假
姐姐给他排好了课表，每天上午学什
么，下午学什么，姐姐都给他做了详细
的安排，而小家伙也学得有模有样，进
步非常快。

如 今 ，社 区 里 的 居 民 都 知 道 李 家
有 两 个 爱 唱 爱 跳 的 小 娃 娃 。 两 姐 弟
还 十 分 有 礼 貌 ，李 时 行 妈 妈 说 ：“ 行
行 活 泼 外 向 ，还 十 分 有 礼 貌 ，每 次 见

人 都 叔 叔 阿 姨 好 叫 得 可 勤。”
邻 居 们 也 都 说 小 家 伙 聪 明 ，学 什

么 像 什 么 ，让 家 长 给 找 个 好 老 师 教
教 ，别 耽 误 了 孩 子 。 所 以 ，如 今 李 时
行妈妈总是在打听哪儿有好老师，准
备把李时行送去接受专业训练。李时
行 妈 妈 说 ：“ 他 喜 欢 的 ，我 都 支 持 ，只
希望他能好好坚持下去，不能只图一
时新鲜。”

有一位老人在退休后又坚持“上班”17年，只为让郑州邮政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邮政服务。他叫王作保，是郑州市邮政局退休干部。曾任郑州市邮政局局
长，河南省机要局局长。1996年7月，王作保到了退休年龄，本可以在家享受幸福晚年了，但他始终舍不得奉献了30多年的企业和岗位，总想着能再为企业尽点
心、出点力、帮点忙，但无处着手。1997年，河南省邮政局和郑州市邮政局聘请他做邮政质量社会义务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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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亮的小女高音——巩梁果 有样学样的小淘气——李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