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年 65 岁的王书勤，居住
在明天花园社区第二网格华晨
小区。

该小区共有 2 栋楼 66 户，
前期由开发单位管理，但单位
在房子卖完后，便不再负责，由
于院小，户数少，物业公司看到
没有经营的 利 润 ，也 都 不 愿
入驻。这段时间小区内垃圾
成 山 、电 瓶 车 丢 失 、小 区 安
全等问题顷刻间暴露。王书
勤 看 到 院 中 现 状 ，更 急在心
中，便踊跃站出，自荐为小区代
表，先自 费 垫 付 3000 余 元 为
小 区 安 装 了 大 门 和 门 卫 室 ，
连 续 20 天 他 上 门 一 户 一 户
收集群众意见，争取居民理解
和支持，收取一定的物业费用
来维持基本 的 垃 圾 清 运 和 人
员 工 资 及 小 区基础设施维护
投入。

在资金落实后，又找到本
院两个责任心强、热心小区事
业的同志担任小区门卫、保洁。

自王书勤义务管理7年来，
从没有拿过业主的一分钱作为

自己的工资和补贴，就那样无
怨无悔地干着。用他本人的话
说：“这不算什么，都是在一个
院住着，年轻人都忙，我不管谁
管，应该的！”
郑州晚报记者 刘怡辰
通讯员 孟彦艳 文/图

55 岁的杜敏，目前是经八
路街道省建社区居委会党委
副书记，知道的都叫杜书记，
不知道的叫他小杜，或者年轻
人干脆就叫他阿杜哥。

他 身 高 1.82 米 ，浓 眉 大
眼，相貌堂堂，笑起来一副邻
家大叔的模样。

杜敏曾经是解放军集团
军 54 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压制机枪兵，血战凉山捍卫
607 高地，荣立三等功并以战
斗骨干的身份保送西安陆军
学院深造，毕业后到宁夏 21
军连队任排长，转业后到郑州
外贸土畜产进出口公司任业
务经理。

但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
冲击，大大小小的国企转型或
者破产，杜敏又一次站在了人
生的抉择路口上。他从推销
矿泉水，电摩载客、医药代表，
燃气具维修，其中多少酸甜苦
辣他都坦然面对。他最常说
的一句话是，扬鞭策马关山
月，砥砺磨出好儿男。

一次偶然的机会，街道招
收专职党务工作者的消息触
动了他，条件是工作在社区，
面向党员群众开展党建宣传，
文化活动，党课学习等，专职
党务，社区党建这些新名词，
新课题一下深深触动了他。

就这样，一个老兵从 2005
年 7 月 1 日那天起成为了一名
专职的社区党务工作者。

在 2013 年 ，他 深 入 党 员
家中了解自管党员的情况，帮

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共
走访党员 64 人次，慰问困难
党员 12 人次。组织社区党员
群众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组
织廊道郑州游，红色南京行，
北 区 农 家 乐 等 游 园 活 动 16
次，参加人数 500 人次，组织
大型义演、义诊等 40 多场次，
参加群众 800 多人次。

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工
作生活，他还利用自己懂的
燃气具修理知识，义务为社
区群众修理热水器等电器 50
多次，同时自 1996 年以来，义
务献血 20 多次，共计 8000 多
毫升。

杜敏告诉记者说，老兵不
老，勇往直前。这是老杜经常
挂在嘴边的话，也是我们了解
和认识老杜最真实的写照。
郑州晚报记者 刘怡辰
通讯员 李伟民 文/图

郝秀英，省军区社区的一
名老党员，家住经八路3号院。

从小就经历了三年自然
灾害的郝秀英深深体会到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由此
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要把剩
余的光和热奉献出来，让每一
个居住在此的居民生活地和
和美美，融洽和谐。

从此，每到家属院收取水

电费时，她便把自家的电喇叭
拿出来，在院里吆喝一遍，刚
开始，居民还不解，心想这老
太婆怎么了，放着好好的福不
享大清早起来受洋罪。一个
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半年
时间过去了，居民们在固定缴
费的日子里却感到这样的声
音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温
馨，纷纷主动把自家的应缴
钱数一并送到郝秀英手中。而
她呢？压根没提到报酬的事
情，转眼间就从水电费宣传员
变成了代收员、代缴员。

去年，一个外来人员到家
属院四处张望，郝秀英看到后
拉住他盘问了半晌了解到他
从外地来到郑州找亲戚，可是
地址却在出租车上丢失了。
郝秀英二话不说，楼上楼下四
处询问，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
所说的那户人家。看到外地
人在外冻得瑟瑟发抖，郝秀英
把他带到自己家中，一碗热腾
腾的面条下肚，外地人脸上恢
复了血色，但随即又露出了异

样的神色。郝秀英见状再三
追问下，才知道外地人不是找
亲戚，而是在外打工却被小偷
行窃，无奈之余流落街头，见
到家属院有自行车就想顺一
个卖钱回家。郝秀英没有多
余的话，立刻就掏出 50 块钱
塞到外地人的手里，只是说了
句“人都有难处，但人要活的
堂堂正正”。后来有人提及此
事，郝秀英只是笑笑说：“50
块钱只是我一星期的生活费，
但 50 块钱却能让一个好人不
变成坏人，我说值。”

郝秀英，只是黄河路 90
号院的一个普通居民，生活上
的拮据并没有让她感叹命运
的不公，有的只是她挂在嘴边
的话“人活这一辈子，不能光
图自己吃好喝好，为别人多想
想，在别人有难的时候帮一
把，你就觉得对得起这颗良
心，也对得起共产党员的这个
光荣的称号”。
郑州晚报记者 刘怡辰
通讯员 张婷婷 文/图

丰乐社区 高言奇

军区社区 郝秀英
明天花园社区 王书勤

70岁的高言奇是丰乐社区
的居民。他受父母影响，从
6岁开始临摹楷书、颜真卿
多宝塔碑书法，到中年时临
摹现代于右任和古代张瑞
图、怀素、孙过庭等名家作
品。他几十年如一日研究
书法，集百家之长成一家主
体。目前他现任中华文化
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
国书法家协会河南分会会
员，同时也是丰乐社区书画
协会的创办人之一。
郑州晚报记者 刘怡辰 文/图

持之以恒铸就成功

13 日，记者在丰乐社区
书画协会见到了正在练字的
高老师。

高言奇只要没什么事，每
天 6 点多点雷打不动地出现
在 丰 乐 社 区 书 画 协 会 练
字 ，每 天上午三四个小时。
他说，已经养成了习惯，只要

有一天不练，心里就会惦记
着，书法必须持之以恒，才能
体会到其精髓。

他的字如流水般徐缓、松
弛，行进中多了些收束、含
蓄。无论是点线画的结构，还
是笔墨交融的线形，每个字
都 带 给 人 形 意 结 合 的 享
受。用笔追求行云流水、风驰
电掣的感觉，行笔轻重疾徐，
八面出风。

他的楷书端庄宽绰，气魄
开张，外密中疏，雅致有力，严
谨有深度，框架结构之间清晰
不落俗套。

高言奇用书法记录着自
己的生活、个性、理想和追
求。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书
法作品获得2004年10月建国
五十周年全国书画大赛书法
作品银奖，他本人也被授予

“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光荣称
号。同年 11 月，他的作品获
中华老人水墨年华书画大赛
银奖，并被华圣吴道子艺术馆

永久收藏。

书法与舞蹈相结合自成一体

高言奇的一言一行，影响
着身边的朋友，社区里的一位
了解高言奇的王先生说:“非
常佩服高老师，高老师厉害
呀，字不但写得好，舞跳得也
好，同时菜也做是厨师级别，
让人大开眼界的是他的摄影
技术也非常的好。”最后，王先
生感叹地说：“他的优点太多
了，让人嫉妒。”

高言奇用十年的时间练
习国际标准舞，并获得 1998
年全国国标舞大赛老年组第
二名。高言奇告诉记者，他深
深地体会到音乐、舞蹈对书法
艺术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舞蹈中优美、跌宕、悠扬、低
沉、激昂的韵律对书法，特别
是对草书的创作有着很大的
作用。

高言奇说，坚持并不难，
难得是爱好，只要是真正地爱
上了一件事，就会想着要把它
做到最好。

高言奇不仅有一颗坚持，
积极向上的心，同时他还情系
统社会大众，无数次热心参
与公益事业。 2008 年他到
四 川 地 震 灾 区 参 加书法募
捐活动，被四川省红十字会
授予荣誉证书。 2010 年他
又 参 加 甘 肃 玉 树“ 地 震
无 情 ，人 间 有 爱 ”著 名 画
家 现 场 创 作义卖募捐活动，
被南经济 战 略 学 会 中 华 文
化 艺 术 院 授 予 荣 誉 证 书 。
另 外 ，他 还 本 着 为 书 法 爱
好 者 解 决 困 难 的 初 衷 编
写完成了《标准草书古诗词
三百首》。

无主管楼院的总管
无怨无悔做小区的带头人

“老兵不老，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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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算什么，应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