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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播报 人物
D07

与武结缘 成就一代禅师

王海营，法号释恒鹰，1967 年出
生 在 大 金 店 王 上 村 的 一 户 普 通 农
家。父亲是老拳师，耳濡目染使他从
小痴迷武术。1988 年成为登封国际
武术馆第一批表演队员，1990 年开
办海营武馆，1999 年成立棋盘山武
术学院。之后，武术学院成立环球少
林功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嵩山圣竹
林寺武僧团、圣竹林寺慈幼院，并与
英国环球影业和美国好莱坞成为高
端功夫舞台剧商演合作伙伴。王海
营成为中国进入好莱坞超级舞蹈巨
星国际级裁判第一人。

走南闯北 传播少林文化

“2003 年 12 月，我率领棋盘山武术
学院演出团来到了南非开普敦。”释恒鹰
讲道，南非之行，是他所率领的中国少林
功夫团走出国门的第一站。

释恒鹰与弟子们为南非朋友表演
了少林硬气功刀山钉床、双刀破枪等少
林功夫。印象最深的是他亲自表演少
林硬气功——头开石碑。在南非没有
青石板可以代替石碑，只有水泥板，要
用硬气功头开水泥板，难度和风险度比
青石板大得多，但释恒鹰决定用水泥板
代替青石板。只听“啪”的一声，水泥板
顿时断成几块落在舞台上。霎时，舞台

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心怀善念 致力慈善事业

释恒鹰不仅极力传播少林文化还
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迄今为止，释
恒鹰大师收养并培育了 200 多名孤
儿。环球表演时，还参加各种慈善活
动，在 2007 年英国 BBC 以及 2008 年美
国好莱坞，与世界众多明星同台慈善
义演募捐约十几亿元，为世界孤困儿
童做出了贡献。

回顾释恒鹰的往昔，有辛酸、有曲折、
有荣誉。创新、坚持、勤奋，凭借这样的精
神，释恒鹰还在为传播、发扬少林文化和
慈善事业而努力着。

每位老兵都是一段传奇，我们寻访留住并触摸遥远的历史。这些老兵，有的在中华民族陷入危难时刻奋不顾身，用血肉抵挡敌人的侵
略，用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有的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参加过多次重大战争，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的为建设祖国无私奉献着
青春，转业后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迎接抗战胜利70周年，本报特开设《老兵》栏目，请您“归队”，讲述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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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为怀 善行天下
——记登封市政协委员王海营

“20多年来，我们的足迹遍布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少林文化的传播者，嵩山圣竹林寺的释恒鹰
法师有所悟，“文化的魅力是治疗环境破坏和战争给众生造成的信仰缺失和灵魂荒漠最有效的灵丹妙药。”
登封播报 胡建邦 付文龙 文/图

想在远处 干在实处
——记登封市政协委员董桂凡

耳顺之年的他看起来依旧有着坚毅睿智的眼神，雷厉风行的作风；他是一个实干民营企业家，被职工誉
为“仁义当家人”，他就是登封市政协委员董桂凡。登封播报 胡建邦 付文龙 文/图

志在千里 敢想敢干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是董桂凡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也许，正是因为他
年轻的心态，才会有事业上的千里云展。

1953 年，董桂凡出生在大冶镇牙
山村，在家中排行老大。14 岁就外出
打工，家里的生计靠他一个人担着。17
岁到部队参军，4 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
他吃苦耐劳的性格。复员后陆续在煤
矿、电厂工作。在部队负责电气维修等
工作，1980 年回到老家大冶做起了电
气维修行业，一干就是8年。

1988 年，大冶牙山煤矿不景气，为
了挽救这个企业，镇政府决定进行整体

转让。董桂凡得知消息后，通过努力，
获得了煤矿整体转让的生产经营权。

排除万难 扭亏为盈

1991 年，董桂凡与台商合作，共同
筹建了周山煤矿。不料，却因为煤炭含
硫量太高无法使用，投资的钱打了水
漂，董桂凡也因此欠下不少债款。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凭借
着一股志在千里的气魄，1999 年，董桂
凡经多方筹措资金，承包一处煤矿。“当
时煤矿形势不景气，17个月没有给工人
发工资，也多亏了这些得力的助手们，
对我不离不弃。”董桂凡很是激动，终于
守得云开见月明，在2000年春节期间，

销售1000多吨煤。趁热打铁，他派遣工
人外出学习技术的同时，又陆续收购 3
个矿产，并对矿井进行改造，安装液压
支柱，大大提高了采矿安全系数。通过
一系列改革，煤矿就扭亏为盈，煤炭产
量逐年增加。2003年，在大冶修建变电
站，解决了大冶煤矿双回路供电。

一种荣誉 一种责任

“一枝一叶总关情，纳谏如流系政
协”。熟悉董桂凡的人都知道，这个政
协委员敢讲真话、实话，是一个不怕得
罪人的人。董桂凡说：“政协委员应该
上为党政排忧，下为百姓解难，才能做
到不愧荣誉，不负重托。”

孤苦伶仃 决定去参军

“老乡的一句话，让我有了新的方
向。”张德水说，1928年的一天，他刚出生
不久，大清早出门工作的父亲就再也没
回来。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母子
相依为命。然而，上天并没有眷顾他
们。张德水14岁那年，一场大病将他唯
一的亲人也带走了。小小的年纪，他只
能靠乞讨生活。

“娃子，乡里报名参加解放军呢！
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老百姓
可好了。”在一次乞讨中，张德水听老乡

这样讲道。“我要去参军！”这个念头在他
心底升起，乞讨了5年的张德水仿佛有了
新的方向，第二天就去报名参了军。

智勇双全 擒获“杨麻子”

“我参加过很多战役，如渡江战役、
解放上海、两广，解放大西南等，但记忆
最深的是在云南金沙江剿匪。”张德水
回忆道，金沙江地区崇山峻岭连绵不
断，原始森林密布，奇异山洞很多。这
一地区历来土匪众多，他们打家劫舍，
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我所在的127团负责云南地

区剿匪。”张德水说，一天晚上收到的消
息，杨麻子要拉2000人入伙当土匪。于
是，100多名战士连夜坐船出发，终于在
天亮前到达杨麻子山寨。只见寨子四
角有4个炮垒，寨内情况不明，怎样才能
擒获杨麻子，战士们都犯了难。这时，
张德水主动请缨打前哨，他命令两名战
士悄悄翻进寨内将门打开。门开后，张
德水迅速将手榴弹投进院内……还在
睡梦中的杨麻子最终被擒获。

提到如今的生活，87 岁的张德水
满意地说：“政府和群众都很关心我，生
活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