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密播报 城事
2013年10月31日 星期四 编辑：王银廷 美编：李薛 校对：刘畅 版式：王姿

“我坚信，娘和铁梅，会善
作安排，同志们他们定会设法
把关系来接上。笑敌人枉费
心机难得逞，后继有人我坦然
向前闯……”10 月 25 日上午，
新密市溱水路中段溱园里人
山人海，一曲豫剧《红灯记》引
得园内市民拍手称赞。

唱戏者名张松梅，今年 60
岁，新密市人。每天上午 8 点
左右，她都会准时来到溱园，
为大家演唱豫剧，已达 7 年之
久。如今，在溱园，她已是小
有名气的“大明星”。许多慕
名而来的市民搬着凳子，叫上
同伴，前来听她的戏。

一块几十平方米大小的空
地就是“舞台”，一个话筒，几个
义务拉梆子的、敲鼓的、打大锣
的，张松梅就开唱了。这一唱，
就是7年，她从来不向前来听戏
的人要钱。有人问她为什么，
她说，人们喜欢听，我就唱。

谈起与戏结缘，张松梅告

诉记者，家里兄妹5人，都是戏
迷，从小耳濡目染，亦爱上了
戏曲。“17 岁时，跟随家门口的
一位老戏子学戏。”张松梅说，

“从练腔到练音，下了不少功
夫。”

20 岁时，村子里有演出，
她已经可以登台。《朝阳沟》

《白毛女》《红灯记》等脍炙人
口的豫剧，她都很拿手。

豫剧分豫东、豫西、祥符、
沙河四个调。张松梅擅长豫
西调，豫西调声音低沉，吐字
清晰，字字入耳，生旦净丑多
用大本嗓，本嗓后挫下压；适
合演悲观、愤慨，音乐深沉、悲
壮。豫西调代表人物中，有常
香玉、崔兰田、毛兰花等，张松
梅的唱腔颇有常香玉之风。

位于溱水路中段的溱园，
面积只有近千平方米，新密人
都喜欢叫它“小广场”。7 年
前，张松梅初来这里唱戏时，

“除了散步的，寥无几人，来听

戏的也就那么几人，只要有人
听我就要唱下去。”张松梅说。

后来，人逐渐多了起来。
今年 70 岁的李德晨是张松梅
最忠实的戏迷，“俺从 5 年前
就开始来这里听她唱戏，那
时候，不像现在，听戏的人这
么多，人虽然少，但她还是接
着唱。”

随着听戏的人逐渐多了
起来，张松梅也有了名气。谁

家办喜事了，偶尔也有邀请她
去演出的。“有钱的人家就多
给点儿，没钱的就少给点儿，
只要人家喜欢听我唱的戏，钱
多少都无所谓。”

如今，在小广场，前来唱
戏的人多了起来，前来听戏的
人亦多了起来，唱的喜欢唱，
听的喜欢听，这里已形成了一
个戏曲“小剧场”。
新密播报 刘客白 文/图

10 月 26 日，农历九月
二十二，周老先生家一家百
余口人齐聚一堂，为周永卿
老先生庆祝95岁大寿。

“我们家现在是四世同
堂，我爷爷有 6 个重孙子、
孙女和 5 个重外孙、外孙
女。最大的重孙女在外地
读研究生，最小的重孙子也

已经 7 岁了。我爷爷的亲
妹妹在登封，今年 91 岁，要
不是前段时间不小心摔了
一下，我姑奶奶还要亲自来
给我爷爷祝寿呢。”周永卿
的孙子周雨河说。

“寿域鸿开献九如，长命
百岁龄；名楣喜溢圆百福，花
甲重周寿”的对联概括了全

家的期望和美好祝愿。周永
卿长子周国占为父亲献上了
祝寿词，感谢父亲的教育，表
达了对父亲的感恩。周永卿
老人笑呵呵地在重孙子、孙
女的围绕下接受了家人的叩
拜，来宾也一一祝贺。家人
团聚，儿孙绕膝的情景让到
场的人羡慕不已。

12 岁的陈怡坤，是新密市一
名八年级的学生。假期期间，为
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坚持》，
一个人骑车从新密抵达郑州，整
个路程45公里，路上遇到的各种
困难导致他曾想放弃，但最终还
是坚持了下来。

10月27日上午，记者见到陈
怡坤时，开朗、善谈是小家伙给人
的第一印象。他说，没什么大不了
的，有梦想，就坚持，不要放弃。

早在半个月前的假期期间，
老师给班上的同学布置了作文题
目《坚持》，平时热爱骑车的陈怡
坤就和几个同学商量着一块儿骑
车从新密到郑州，然后写篇作
文。大家一致同意。

当他的父母知道了他的这个
想法后，说啥也不同意。一是在
父母的眼里，儿子毕竟才只有 12
岁，身体素质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二是由于怡坤的车不太适合远
行。最后他说服父母，坚持要骑。

临出发时，最初商量好一块
去的同学们都打了退堂鼓，只剩
他一个人。“我当时就想，既然定
下了目标，就要去实现，一个人也
要去。”陈怡坤说。

当天早上五点多半，闹铃一
响，陈怡坤就起床了。他从新密
出发，沿着侯寨大桥一路向东朝
郑州方向骑去。“一路上，心情很
轻松，一直在心想着快到了，可后
来才发现居然那么远，而且那段
路正在修路，不好骑，半中间车还
被石子扎爆胎了。”

“当时真觉得自己好累好累，
曾试图想放弃，可又想想已经骑
了那么远，再坚持坚持就到了。”
陈怡坤说。车子的轮胎被扎破
了，他就推着车子走了 40 分钟，
找到一个补车胎的，修好后，他又
重新出发了。

一路上爸妈担心说要跟着
他，可是他坚决反对。姐姐要开
车去接他，也被陈怡坤拒绝了。
他说，要给他们一个惊喜。当日
中午 11 点半左右，满头大汗、衣
服湿透的陈怡坤抵达了郑州。

“当看到弟弟推着辆自行车，
站在自家门口时，觉得很不可思
议。”在郑州上班的陈怡坤的姐姐
告诉记者，“没想到 12 岁的弟弟
能骑到郑州。”

陈怡坤的父母说：“他的举动
让我们都挺震惊，没有想到孩子
有这么强大的毅力，让我们很意
外，以后会多鼓励孩子坚持自己
的想法，并且努力去实现。”

陈怡坤说，他接下来的目标
是骑行到登封、荥阳。
新密播报 刘客白 文/图

新密青屏山，虽不高，一
般人上山走一圈也会气喘吁
吁，更何况腿脚不方便的残疾
人。18 岁的梦圆（化名）每天
拄着双拐，从西山走到东山，
需要三四个小时，一圈下来身
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但她
却说：“我对自己还不够狠。”

梦圆是先天性脑瘫，导致
运动功能障碍。据梦圆讲，小
时候她是剪刀腿（走路两腿
交叉不能分开）。后来接受
了好几次手术才恢复到现在
这个样子，但是双腿仍不能

单独支撑身体，只能依靠双拐
走路。

每天下午三点，梦圆便从
位 于 西 山 口 附 近 的 家 里 出
发。爬石梯时，梦圆一手拿着
双拐，另一只手扶着石栏，佝
着背，很是吃力。路过的人都
想扶她一把，但都被她拒绝，
她说她上山就是要锻炼自己，
让别人扶着那爬山还有什么
用。从山下到山顶，梦圆要用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从西山到东山这段路，还
会有一段一段的阶梯，台阶两

边没有栏杆。上台阶对她来
说本来就很吃力，没有扶手的
助力，梦圆便学会倒着上台
阶。她说自己腿部没有力气，
全靠拐杖支撑，这样比正面上
会省力许多。

由于行动不便，梦圆从来
没有上过学，所以会写的字不
多，拼音也不是很好，这也是
她不经常上网的原因。但梦
圆并没有与这个世界脱轨，她
喜欢看电视，喜欢听新闻，喜
欢凤凰卫视的《铿锵三人行》。

也正是因为看的多了，听

的多了，梦圆的思维能力也相
对敏捷，梦圆说看新闻评论节
目带给她最大的益处就是让
她学会思考。

可能是因为长久待在家
中少与人交流的缘故，有点自
闭的圆梦看起来很健谈，她说
就是想和人聊聊天，长长见
识。身边的朋友，如果你也热
爱爬山，在你上山遇见圆梦
时，你可以跟她走一段路，聊
上几句，也许你的小小善举可
以 让 这 个 女 孩 内 心 更 加 温
暖。 新密播报 王颖

周永卿，新密市牛店镇花家店村
人，95岁高寿依然身体健康，精神
矍铄，每顿饭能吃三个小笼包。他
活到老学到老，字典不离身。
新密播报 田俊娟 文/图

周永卿老人虽 95 岁高
龄，生活仍然完全能够自
理。他精神状态非常好，天
气晴朗的时候喜欢到路边
看人下棋，一看就是大半
天。 年轻时候他靠翻字典
自学成才读完了四大名著，
到老年了现在还是字典不
离身，遇到不认识的字非得
翻字典弄明白才行。老人
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嘛。

说起周永卿老人的长
寿，周老先生的儿子周国占
说：“我父亲的善德造化是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父亲
有非常好的心理状态，能想
得开，心态调整得很好。再
一方面，我父亲的生活非常

规律，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早
起，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非
常和睦的家庭。”

大儿媳刘雪精心侍奉
父亲 20 年，从母亲患病离
开人世，十几年来，一年365
天从来没让父亲吃过一顿
凉东西，父亲爱吃肉包子，
就算是大夏天，刘雪也会把
买回来的包子热两分钟给
父亲吃。父亲有一点不舒
服就着急看医生，最多的一
次，刘雪一个月陪父亲去了
6 趟医院。父亲的被子、褥
子定期拆洗，从没让父亲穿
过脏衣服。

在儿媳的身体力行影
响下，孙子、孙媳妇也是非

常孝顺、对爷爷敬爱有加。
孙媳妇宝凤每顿饭自己尝
好热凉才端到爷爷面前。
周永卿牙齿脱落了，吃水果
不方便，孙女玉芳就把水果
榨成汁给爷爷喝。

正是后辈们对周永卿
老人的悉心照顾，老人的
晚年生活才能这样健康、
幸福，整个家庭也因为老
人而更加和谐团结。老先
生的孙子周雨河说：“这孝
敬老人本来就是天经地义
的事情，现在让爷爷的生
活舒适点，多关心他，免得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候后
悔 。 我 们 想 让 爷 爷 活 到
120 岁。”

四世同堂庆生辰

拄着双拐爬山的女孩我们叫她“圆梦”

小广场里的“大明星”义务为市民唱戏7年

新密12岁“骑侠”独自
骑行45公里到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