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青年 “学书先做人，做人要朴实，书功
要扎实。”陈新池说，“书法已融入我的
生命，饭可以不吃，不可一日无书法，
我今年已六十多了，每天仍要坚持临
帖，一日不写，心里就空落落的。”

陈新池于1950年10月出生于荥
阳贾峪寺河村，也就是现在的贾峪镇
洞林寺村。他自幼酷爱书法，苦练历
代名家墨迹。据陈新池从小一块儿
长大的同学讲，陈新池自幼对书法艺
术到了痴迷的程度。以前他家里特
别穷，吃穿都愁，别说弄笔墨纸砚了，
字帖也是到处搜寻求借。练字不具
备物质条件，他就用树棍在地上画。

参加工作后，在工作间隙仍痴迷
于书法研习，单位领导为之感动，特
批为他供应笔墨纸砚。领导说：“有
天赋，好好练吧，单位给你提供方便，
希望你能成为名家。”有一次，他边吃
馍边研读字帖，桌案上放有墨汁儿和
蒜汁儿，他竟把馍醮在了墨汁儿里。

艺术是需要天性的，而极大的爱好
就是极好的师傅，艰苦奋斗是通向成功
的唯一途径。而今，陈新池的楷书之功
已令人赞不绝口，作品多次参加全国、
省、市大展，并多次获奖。其书法成就
多次被国家、省、市新闻媒体报道，就在
今年的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四频道
还报道展示了他的书法作品。

陈新池的作品多次在香港国际
拍卖中心成功拍卖。其作品传略入
编《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第
十届学员成果展作品集》《中国当代
书画界领袖人物大辞典》《人事部中
国人才辞典》《世界华人艺术大奖赛
作品集》等多部典集。

陈新池自学书法的同时，还积极
接受专业训练，他现在是中华民间书
画名家联合会评审专家，是中国书法
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书画研究院理
事、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和河南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

书道无止境，陈新池在欧楷著有
成就同时，还在临习王体等各大名
帖，在主攻楷书的同时，也要使自己
的行书、草书也有所建树。他要广纳
历代名家之所长于自身。
荥阳播报张胜杰 通讯员 赵希金 文/图

初见赵良恒，他刚从工地急匆匆
地赶往海龙集团办公室，微黑的脸庞
上，时时挂着微笑，朴实中透露着不
凡。

据介绍，赵良恒 2007 年毕业于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10年3月份来
到海龙集团的综合部门，负责房地产
开发土建管理工作。平时的工作状
态就是看图纸，跑工地，对工程上出
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做出纠正。

2014 年 7 月份的一天，他在工
地的基坑里测量时，一不小心脚部
严重扭伤。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赵
良恒显得轻描淡写，仿佛在说别人
的病情。赵良恒说，当时工地上的
事情比较多，正在赶工期，他也就没
把脚伤当回事。到了晚上，去医院
一检查，被医生告知已经骨折，并建
议他回家休养三个月。“三个月？！”
赵良恒一听就惊呆了，“工地上还有
那么多工作，休息这么长时间，会耽
误多少事儿啊！”他不顾医生和家人
的劝阻，毅然带着病痛重新返回到
工作岗位上。就这样，脚部打着石
膏，却没有阻挡他巡查工地的脚步。

据赵良恒的同事讲，赵良恒家
住在上街区，虽然只有 20 多分钟的
车程，但他还是很少和家人团聚。
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妻子也曾经抱
怨他不顾家。他却和妻子说：“我今
天努力地工作，是为了明天我们生
活得更好啊！”渐渐地，妻子也能理
解他了。如今，看着孩子一天天长
大，他工作起来更加卖力，“都说父
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我要积极工
作，给孩子做个表率。”憨厚的赵良
恒认真地说。

由于赵良恒在工作中责任心强，
工作十分热情，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
一致好评，还荣获了 2014 年度海龙
集团优秀员工最佳提名奖。

采访结束时，赵良恒颇有感触地
说：“与其说我在海龙集团工作了 5
年，倒不如说我在这里学习了 5 年。
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干工作，更重要的
是我学会了如何做人。”
荥阳播报 张胜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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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下午，荥阳市索河路喷
泉广场上传来铿锵大气的豫剧唱腔。
70岁的王秀荣在唱自己拿手的选段，
周围有300余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初见王秀荣时，只见她精神矍
铄，并且穿衣服很得体。经过询问才
知道，她的信条就是：女人一定要把
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把女性的柔美
展示出来。平时，她特别喜欢买衣
服，尤其对中国传统的旗袍情有独
钟，几乎一年四季都穿旗袍。

据王秀荣介绍，他刚开始并不怎
么会唱。“退休以前忙着上班，退休后
又忙着照看孙子。这不，现在孙子大
了，我才和老伴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唱戏。”王秀荣说，她的丈夫喜欢拉弦
子，每当有空闲时，都会拿出心爱的
弦子拉上几曲，拉起来如痴如醉。在
老伴的影响下，不会唱戏的王秀荣也
对豫剧兴致大增。每天，伴着清晨的
第一缕阳光，老两口骑着自行车来到
街心花园，放下马扎，定好弦子，和戏
迷伙伴们寒暄过后，一场小型的演唱
会就拉开了序幕。

有心的王秀荣通过不断钻研学
习，还自创了一首曲子《夫妻恩爱过
百年》：“你教我学唱戏整整半年，学
戏之中技艺来传。我难忘你教我学
发音，还记得你来为我正弦。学唱戏
我也曾暗下决心，为正弦你也曾汗湿
衣衫。咱练了一遍又一遍，我认真学
来你严把关。我也曾感动得流眼泪，
你又曾把戏词送到我面前。咱两个
保定有共同志愿，下决心来克服一切
困难。你说过只要你唱我就拉，绝不
会迟迟慢慢拖延。你曾说的、讲的
话，一字一句全兑现。读读戏词正正
弦，夫唱妇随心里甜。”

如今，王秀荣已经有许多戏迷，
65 岁的杨福莲就是其中的一位：“每
逢双日子，我都会过来听戏，人家一
分钱都不收，精神头儿还可大，这可
丰富了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啦！”

找到其中乐趣的王秀荣现在已
经深深地爱上了唱戏，“因为唱戏不
仅能愉悦身心，还能增强身体的免疫
力。唱戏，是让我保持身心健康的一
剂良药。”荥阳播报 张胜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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