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搬运站这个单位，现在的年轻人知
道的很少。解放初期，因为当时的机械
化程度很低，很多物资全靠人力搬运装
卸。郑州市的老飞机场、西郊的几个纺
织厂、人们的生活生产物资等，大都是
郑州市三个搬运站的老工人用架子车、
大板车运来送往的。尽管很多搬运工
人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龄，因为没有年
轻人愿意来这里上班，老工人仍然步履
蹒跚地工作在搬运装卸岗位上。

1968年10月，郑州市的三个搬运
站分来了200多个老三届毕业生。大
批学生分到搬运站，在郑州还是第一
次。到搬运站上班以后，迎接学生们
的是一排排破旧低矮的平房和满院的
架子车，还有老工人期待的目光。学
生们分到各组以后，干搬运的每人发
一辆架子车，干装卸的每人发一把铁
锨。另外，每人还发一条五尺长、三尺
宽的蓝色的擦汗布巾。

遇到运大件货物，板车组就十几个
人拉一辆大板车。大板车拉着十几吨
的货物一上路，就成了街头一景。干装
卸的青年工人每天骑着自行车，车上绑
着一把大铁锨来往于郑州货运东站、货
运西站、大厂矿和仓库的货运专线，卸
煤，卸沙和其他货物。他们的工作很辛
苦，不论刮风下雨，不论酷暑严寒，接着
调度的任务单，就要立即赶到现场，因
为铁路上的车皮不等人。

为了尽快摆脱搬运工人的重体力
劳动，交通运输公司成立了一个机动
车辆厂，生产八马力简易机动车。简
易汽车的生产为郑州市的搬运装卸
机械化趟开了一条路。市领导三天
两头往厂里跑，帮助厂里解决困难。

为了使车辆生产形成规模，公司从三个
搬运站抽调大批学生充实机动车辆
厂。为了让青年工人尽快熟悉工作岗
位，厂里把他们送到郑州纺织机械厂、
郑州齿轮厂进行培训。经过培训以后，
他们走上了金加工、车辆装配等各个岗
位。在这些岗位上他们边工作边学习，
很快成了生产骨干。

随后，市里组织了自主生产的汽
车、拖拉机、简易汽车大游行。在全市
工业生产刚刚恢复的情况下，汽车大
游行对促进郑州市的工业化生产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而坐在驾驶室驾驶着
自己生产的简易汽车的学生们，更是
扬眉吐气。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汽车工业
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也使汽车市场逐
步开放。三个搬运站购买了东风汽
车，购买了装卸机械，搬运装卸机械化
迈出了一大步。当年为实现搬运装卸
机械化出了大力的简易汽车成了历史
的见证，制造汽车的青年工人们也成
了搬运站壮大发展的参与者。

几十年过去了，三个搬运站实现
了搬运装卸机械化以后，又开始涉足
客运、出租、租赁和汽车配件经营业
务。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搬运
站改为交通运输公司，成了中一型运
输企业。 从学生到搬运工，又从搬运
工到汽车生产者，从进入搬运站，到搬
运站发展成为交通运输公司，这批学
生在笨重的体力劳动中改变了自己，
也锻炼了自己。如今，这些当年的学
生已经成了鬓发斑白的老者，每当回
忆起这段经历，他们都感觉到骄傲和
自豪……

刚到郑州郊区戏校，经过和王廷秀同
志协商，我想要解决五个问题：一是应明确
一个主旨：艺术类不能宽，放弃音乐、舞蹈、
美术，集中搞戏曲专业，这也符合郊区当时
需要。二是要增加师资力量。只有两个戏
曲课老师忙不过来。三是文化课要加强不
能削弱。四是再招收一些优秀学生，现有
学生中当演员条件差的转向乐队。五是把
艺术学校改名戏曲学校。1962 年秋改名

“郊区豫剧团”。
自从1959年上半年改成戏校后，省文化

厅又先后调来了几位老师，有从武昌来的张
杰、省豫剧一团的李玉平、省豫剧院一团的
张德勋和路丹，还有市豫剧团的舞美师刘玉
衡，以及从其他地方来的李清芳、周武学、孔
艳秋等人。我们把这叫做“请进来”。

除了“请进来”，又提出一个“走出去”
的方法。凡听说哪里有个好戏或有一套好
的表演程式就派人去学习。比如派人去邯
郸东风豫剧团学习“扈家庄”，去山西晋剧
团学习一套“扇子组合”和“指法组合”，去
西安学习“水袖组合”。经刘九来介绍，派
人去兰州向名艺人徐树云拜师学习“六出
祁山”和“走马荐诸葛”等戏。

1959年8月份，为了适应演出需要，又
将西郊文工团的几十个人全部合进来，人
数达150多人。根据上级指示精简为90余
人，形成了以学生为主的系统培训班和以
文工团进来的人员为主的演出队。

在精简时原则上留年龄小的，减年龄
大的，留发展潜力大的，减条件一般的。对
于有些嗓子好形象好，或者基本功好而唱
功差属于有选择余地的一些人费了一番琢
磨和选择，在老师认知上也需要统一下，比
如虎美玲就是其中之一。她本人扮相好，
嗓音清脆，事业心特别强，简直是戏痴，练
功特别努力，就是腰腿功差些，去留有不同

意见，多数教师被她的执著精神打动。后
来在《人欢马叫》中她饰演小云一角，在《海
防线上》她饰演民兵连长，在《朝阳沟》中她
演银环。正是她有了现代戏的基础，到上
世纪七十年代郊区剧团和市豫剧团第二次
合并后，在高手如林的情况下，她这个B角
李铁梅被中央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后响遍中
华大地并广为传唱。也是铁梅这个角色引
起了常香玉大师的关注，从此陪大师多次
进京演出并得亲授技艺，当了嫡传弟子，成
为常派艺术传承人。

郊区豫剧团（当时改称郑州市豫剧二
团）在“文革”期间进行了第二次合并，合并
后的豫剧团是由三个团组成，实力雄厚，在
省会无人可比，后来的所谓“三玲一先”、

“几大主演”等赞誉即是此时形成的。在这
样一个名家荟萃高手如林的队伍中，虎美
玲的成长除了她的天赋条件外，优于别人
的唯一条件是她的事业心和执著追求以及
她吃苦耐劳把艺术当成生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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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豫剧团与虎美玲
□张修身（原郑州市豫剧团书记）

郑州情怀
□赵如相

黄帝修德抚万民，
商汤灭夏定亳新。
大河眷顾中原盛，
嵩岳细吟华夏魂。
工运风潮崭头角，
省城迁郑壮精神。
改革发展艰辛路，
法治郑州无限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