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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周六晚上的 7点到 9点，
乡韵合唱团的成员便要集中在一起
听老师上声乐课。这位专业的声乐
老师也是乡韵合唱团的发起人之一
古振乾。今年 63岁的古振乾是郑州
科技中专退休的音乐教师，1985年河
大音乐系毕业，2013年退休后返乡，
和几个热爱音乐的人一起组织起了
合唱团。

“开始只有几个人，现在已经 60
多个人了。”古振乾说，合唱团已成立
两年，成立的初衷就是想立足农村，
面向农民朋友，弘扬合唱艺术，提高
生活品位。

“想给乡亲们办点事，这个活不
能散，我干不动了，这个团还在，还活
动着，就挺好。”古振乾不仅是声乐老
师，还担任领唱、伴奏等，他在学校就
是排合唱的，也是省合唱协会会员。

周六 7 点整，成员们就陆续到
了。随着老师开始上课，教室里当即
安静下来，只有老师的讲课声音，随
后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发声。

这堂课要上两个小时，中途没有
人退场，整个课堂秩序井然，“虽然我
们这些老年人学唱歌是为了兴趣，但
我们也想学得更专业一些。”一位成
员说。

退休后组织起合唱团
打造一个唱歌平台
不只为兴趣，也向专业靠近

集体制造快乐
“老小孩”欢乐多

在惠济区花园口镇京水村有支乡韵合唱团，他们共有60多人，
年龄最大的有70多岁，年龄小的也有40多岁。他们唱歌不仅是自
娱自乐，还向专业靠近，每周三、周六排练，有专业的声乐老师上课，
也代表社区和区里出去演出，并获得奖项。大家在一起唱歌，他们
为的是自己的爱好和身体的健康。他们收获的不仅是荣誉，更是一
份快乐。记者 鲁慧 文/图

有了名气，合唱团的规模也渐渐
扩大，不仅吸引了本社区音乐爱好者
的加入，还吸引来外社区的居民。据
了解，乡韵合唱团在惠济区早已远近
闻名，不少外社区的居民也来参加排
练。“给这一带居住的人打造一个唱
歌的平台，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只要
愿意都可以来。”古振乾说，现在合唱
团已经有不少外社区的居民。

合唱团举办了不少晚会，每到中
秋节、新年、元宵节，他们都举办晚会，
不仅有合唱，还有豫剧，独唱等，给父

老乡亲带来了不少欢乐。还义务去工
地演出，这些演出都是义务的。

目前，合唱团去市里参加过《纪念
抗战80周年》演出，获得了二等奖，现
正准备另外一个演出上决赛。接下
来，他们又要忙着排练新春联欢会的
曲目了。

“合唱团是以志愿服务团队出现
的，大家不为名不为利，为了快乐、健
康，也为了老年的生活更充实。大家
集体制造快乐，是一群快乐的‘老小
孩’。”古振乾说。

随着该团的逐渐壮大，这些老年
人并不仅是把唱歌作为一种娱乐，而
是向专业靠近。“现在合唱团有电声乐
队、豫剧乐队，也得到了村里和镇里的
支持。现在排练的场地、办公室、化妆
室都是政府提供的，给我们铺了地板，
还买了琴。”古振乾说，课堂上，他们先
要进行半小时音准训练，再练气息，由
原来的五音不全到现在能唱4声部和

声，他们付出了不少努力。
“唱歌是一件好事，大家可以在

歌声中陶冶情操，愉悦心境，每次上
课前，我都认真备课，从最初的乐理
知识一点点讲起，让大家来了就有收
获。合唱团的成立真是一件令人振
奋的事情，满足了老年声乐爱好者的
需求，惠及百姓。大家快乐，我也高
兴。”古振乾说。

每次排练大家学得都很认真

合唱团的名气吸引了外社区成员加入

唱歌虽是娱乐，也要向专业靠近

农村的民调工作几乎是天天、时
时都要面对调处矛盾纠纷，其中的酸
甜苦辣，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这么
多年来，他始终坚定这样一个信念：
绝不能让矛盾激化，更不能让民事纠
纷转为刑事案件。

2009年腊月二十三的早上，他冒
着严寒走路去上班，走到村南一街
时，看到街口被围得水泄不通，还掺
杂着外地口音的哭喊声。他意识到
是出事了，就急忙跑过去，拨开人群
挤到跟前一看，是一位30多岁的外地
男子，头发凌乱，衣衫褴褛，双手抱头
蹲在地上号啕大哭。毛年海走到他
身边，蹲到地上表明自己的身份，并
把他带到村委会。

原来，这个男子姓李，兰考人，
2009年的上半年和本村的宋某签订

了一份建筑合同，工程于10月底已完
工。剩余8000元工程款没有结清，他
先后来要了 3 次，宋某都闭门不见。
这是第四次，已经来了3天，宋某不见
面、不给钱，并扬言“再来要钱就把他
打个半死……”

于是毛年海给李某买来早餐让
他吃着，又给他倒了一杯热水。安顿
好李某，毛年海就去当事人宋某的家
里了解情况，在去的路上他就想：“双
方已经闹翻了，不能再让他们见面，
哪怕自己多跑几个来回，也不能让矛
盾激化。”到了宋某的家里，说明来意
后，他先分析了这件事的利害关系，
又讲了有关法律、法规的知识和为人
处事的道理……经过反复耐心地做
工作，最后宋某同意把剩余的8000元
工程款全部结清。

“民调工作实在难，只要贴近民心就不难”

他像一个“灭火器”
哪儿“冒火”
就在哪儿出现

在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几乎没有一个老百姓不认识民调员
毛年海的，凡是有过民事纠纷经过毛年海调解的案件，当事人都很
满意。8年民调工作生涯，培养了毛年海一颗赤诚的爱民之心，老百
姓从他的言行中认识了他，领略了当今社会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
怀。他穿梭于乡邻之间，不怕苦、不怕累，调小家、护大家，化干戈为
玉帛，为创建乡村和谐发挥了很大作用。 记者 鲁慧 文/图

2015年 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
年海在外出进行大排查时，在小区
的路上发现一个 10 多岁的男孩在
前面走，一个 6 岁左右的小男孩在
后面一边跑一边哭着喊“哥哥，哥
哥，我饿……”毛年海多方打听才知
道，原来这俩孩子是本村二组的孩
子，因为孩子父母离婚，女方在外租
住，两个孩子跟随男方生活。而男方
外出打工，经常夜不归宿，导致两个
孩子无人照看，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
地生活着。了解情况后，毛年海决定
要找到孩子的母亲，把孩子的生活问
题给解决好。

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孩子
的母亲，说明来意后，她表现出极端
的不配合。晚上，他又叫上其他的
两个同事一起再次去她家，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最后孩子妈妈答应回
家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累，不
算什么，我的累换来了一个濒临破
碎家庭的破镜重圆，换来了两个孩
子幸福的童年，我认为，值了。”毛年
海说。

“像我这样的基层调解员要想当
好维护第一道防线的守护员，就一定
要把自己的工作当回事，就必须时刻
牢记‘民间纠纷无小事’的原则。我
深深地体会到,民调工作实在难，只要
贴近民心就不难。”毛年海说，只要你
对人民调解工作“热心”，为民解难

“尽心”，调解纠纷“耐心”，办起事来
“细心”，对每一件事都要“一碗水端
平”，以诚取信，执法为民，持之以恒，
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没有解决不
了的纠纷。

调解矛盾纠纷，他是能手

再难调解的纠纷，他都能化解

乡韵合唱团排练现场 法律咨询现场，毛年海为居民解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