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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4 日，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精准实

验室的常琼琼，结束了援沪“抗疫”之行。在一路交警

最高礼仪的护送下离沪返豫，开始了为期 1 4 天的集
中隔离休养。

“抗击疫情，使命必达，一定不负重托，保证圆满

完成任务。”4 月 5 日，按照省市卫健委的统一部署，我
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抽调常琼琼会同省市

其他医疗机构共同组成核酸检测支援队伍，千里驰援

上海核酸检测工作。

接到任务后，常琼琼第一时间安顿好家中年幼的

孩子，准备好生活用品、防护物资后告别家人和同事，

前往平顶山，同平顶山支援上海检验队会合。

4 月 6 日，河南省援沪核酸检测医疗队启程。到达
上海后，这座昔日繁华的大都市被按下了“暂停键”，

本该熙熙攘攘的商场、街道空无一人，此情此景让初

到上海的常琼琼及队友们倍感心酸，想着一定要赶快

投入工作，让疫情早日结束。

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李刚队长的带领

下，检测队队员们及援建方一起，同心协力完成实验

室搭建、流程设计、设备安装及调试、生物安全培训等

各项工作，常琼琼的生日也在这样的忙碌中悄然度

过。

4 月 9 日凌晨 3 点，常琼琼所在的平顶山核酸检
测医疗队正式进入方舱实验室开展核酸检测任务。

核酸检测流程包括一区试剂制备区，二区标本制

备、提取、点样及三区上机扩增，要想提高效率、与时

间赛跑，只有尽可能快地完成一区工作，然后协助三

区。

常琼琼负责的就是一区的工作，每次要拆 200 多

盒试剂，再分类、混匀、离心、配置、分装，常常用移液

枪用到手酸痛肿胀。尽管如此，她在一区完成工作后，

主动到三区帮忙上机扩增、看结果、填写结果单，只为

早一点让群众拿到核酸检测结果。

核酸检测，除了是个技术活，还是个体力活。队员

们每次进舱都需要搬试剂、加样枪盒、提取试剂盒、拎

超重的垃圾袋……常琼琼和队友们常常累到腰酸背

痛、手指发僵。但高度的专注力和紧密的工作节奏，让

她们忘却不适，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9 点，或下午 2 点
到次日凌晨 2 点，通宵达旦、争分夺秒，只为确保安
全、准确、快速出结果。

常琼琼说，“来上海这么久，凌晨的上海，我见过

很多次，但白天的上海却很少见。”

在核酸检测外的短暂休息时间中，常琼琼会通过

视频跟家里人联系，家人们的支持，让她在辛苦之余

倍感温暖。

“每次打电话孩子都会哭着问妈妈去哪了，什么

时候才能回来。”想起两地相隔的孩子，常琼琼含着泪

说，“妈妈去打怪兽了，等打赢怪兽就回来了。”听她这

么说，孩子很懂事地为她加油，让她早点打赢怪兽早

日回家。

援沪这段时间，常琼琼还被聚光灯外默默付出、

奋战在各自岗位上的支持者所感动，不管多晚回来，

总能看到酒店工作人员微笑着道一声“辛苦了”；无论

几点下班，接送的司机大哥总是提前等候在门口；医

疗队队员们甚至一起做起了家乡面条、韭菜盒子……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温馨。

不知不觉，常琼琼已经在上海的方舱实验室奋战

39 天。在这期间，她与河南省援沪核酸检测医疗队队

友们密切配合，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核酸检测一线，始

终以饱满的热情、无私的奉献精神冲锋在前，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完成了 1 30 万管的核酸检测任务，为上

海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圆满完成了驰

援任务，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及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的感谢和表扬。

“援沪，是一场战斗，也是一次历练。我很荣幸

成为援沪大军的一员。穿上最美丽的衣服，做着最

有意义的事情，虽有艰辛、困苦和劳累，但它对于

我来说是一次考验，更是一次难得的历练……”常

琼琼说，“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发扬不畏艰

辛、冲锋在前的‘抗疫’精神，脚踏实地，努力工

作。”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常琼琼：守“沪”战“疫”3 9 天 核酸检测 1 3 0 万管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演出都停止了，

但大家还经常通过微信交流，对曲剧艺术的钻研不能停。”5

月 1 1 日下午，在临汝镇西营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委员、新
生曲剧团团长张庭洞说到村里曲剧团的发展历程，感慨颇

多。

张庭洞说，虽然新生曲剧团经常出去演出，但这个正式

的名称还没有大家口头上称呼的“八姐九妹曲剧团”名字响

亮。新生曲剧团的前身是成立于 1 981 年的村办曲剧团。“西营

村是临汝镇西边的一个大村，村里能拉会唱的人较多，1 981
年村里的张自月、马喜晨、牛磙子、张永昌、贠玉川、李长有、

王成夫等老一辈戏曲爱好者发出倡议，牵头成立了西营村曲

剧团，由张自月老人担任团长。”

村办剧团成立后，为了培养戏曲人才，村里还成立了专

门的戏校，聘请汝阳县曲剧团的名角郑长有老师，先后两次

常住戏校授课。近 4 年时间，先后培养了两期 2 0 多名学生。

“戏校的学生来自本村和周边村庄，当时每个学生每月 3 块
钱学费。演出的服装等，一部分钱是演员们自己凑，一部分由

村里每家每户收粮食卖后凑的，”曲剧团创始人之一的李长

有老人回忆说。

随着演员队伍的充实，从 1 982 年开始，西营村曲剧团先

后排练了《丁郎认父》《小包公》《金镯玉环记》等 8 部戏，以西
营村为源头，逢年过节和庙会，曲剧团经常到周边村庄演出。

土生土长的曲剧艺术，汝州方言浓厚的唱腔，深受当地村民

的喜爱，到 1 983 年的时，曲剧团已经有 30 多名演员，加上乐
队等人员，演职人员达到 4 0 多名，成为周边村知名的曲剧表
演团体。

2 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演员开始外出
打工谋生，演员队伍日渐缩小，曾经小有名气的西营村曲

剧团最终解散。但曲剧艺术的魂已经牢牢扎根在这片火热

的土地上。“村里的曲剧团虽然散了，但大伙在农闲之余还

会聚在一起唱一唱玩一玩，我作为剧团当时的创办人之

一，最大的愿望还是能够恢复这个剧团。所以当年剧团解

散时，我就负责把戏箱和道具都收藏保存起来。”李长有老

人说道。

在西营村，李长有老人绝对是一位传奇人物，老人不仅

是个曲剧迷而且还是个热心肠。老人膝下有 8 个女儿和 1 个
儿子，加上儿媳、女婿，在他的熏陶下，都成为后来重新成立

的新生曲剧团的主要班底。

2007 年，新生曲剧团应运而生，由李长有老人的四女
儿的丈夫张庭洞担任团长，老人也因此被乡亲们戏称为

“领兵大元帅”，领着“八姐九妹曲剧团”重新唱响豫西大

地。

“大闺女李栓演青衣，大女婿王占学拉大弦，老二、老三

闺女管戏箱和做饭，四闺女李恋主攻行当是黑头、须生、娃娃

生，四女婿张庭洞团长兼司鼓，五闺女李松恋演闺门旦，六闺

女李群女扮男装演丑角和武生，七闺女李小存演文生和花

旦，七女婿张俊志吹笙和唢呐；八闺女李娇凡打旗跑龙套。”

李长有满脸自豪地告诉记者。

一个家族 20 多口人都在剧团，既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

把一个剧团运作得红红火火。“八姐九妹曲剧团”不仅叫响周

边村庄，还多次代表临汝镇参加我市每年春灯节的戏剧汇演

多次获奖，并经常到汝阳、嵩县等周边县市演出。

同时，曲剧艺术在这个家族也得以不断开花结果。如今，

李长有大女儿的儿子王宝宝也进入剧团乐队，演奏电子琴；

老人的五女儿的 8 岁小女儿王利娜正跟着戏曲表演艺术家

虎美玲学艺。

“曲剧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魂，曲剧传承把我们三代人

亲密地联系在一起。平常出去演出，挣的钱大家平分，都毫无

怨言、配合默契，这就是对曲

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

的传承。”团长张庭洞说，他

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新冠

肺炎疫情早日结束，一家人

能够重新聚在一起，好好唱

几场戏，练练嗓子、练练身

板，让乡亲们也乐呵乐呵。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实习记者 黄浩锐

张好娜是汝州市法院的一名法官助理。自工作以来，她本着“认真做事，勤勉履职”的工作原则，一

步步成长，一点点蜕变。绩效考核成绩连年被评为“优秀”，7 次在省级以上调研活动中获奖，先后被授
予全市法院“调研能手”“青年天平卫士”等称号。

认真细心，做法官办案“好帮手”

“你的手速，电脑的 C P U 都跟不上了……”一场持续 4 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被告方律师直白的
夸赞，让张好娜顿觉欣喜。记庭 6 年，从行政到刑事，再到民事案件的庭审上，她总能时不时得到当事

人的称赞。新收案件后，她认真审查登记，随时准备向法官汇报案件情况；她积极推动程序性工作，约

见当事人、组织质证，全力缩短案件办理时长；逢开庭时，她总提前将关键词汇挨个输入电脑，熟悉控

辩双方主要意见和证据内容，尽力提高庭审效率；庭审后，她细心查阅记录类案关键情节、判决结果；

拿到法官修改的文书后，她逐字逐句斟酌，及时请教不懂事项……“多看多问多查多记”，凭借这“八

字”真经，她不断锤炼工作能力，赢得团队法官的认可和肯定。

勤奋耐心，做服务大局“好文秘”

在市法院这样一个司法机关，相对审判执行主业而言，文秘岗位无疑是一条“冷板凳”，但总需要

有人干。近两年的时间里，从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后来的得心应手，张好娜在毫无思绪的晚上抓狂过，

也在听闻汇报材料得到领导的肯定时兴奋过。她从零学起，先是一篇篇收集法院系统近年来的总结材

料，再是一遍遍通读前任工作者留下的汇报材料，更是一有空闲就翻看《人民法院报》，耐心将精彩文

章剪裁收集。参加各类会议时，她认真记录发言提纲和重点内容，实时学习材料撰写技巧；领导汇报

时，她耐心圈注发言更改处和额外补充处，留意领导的用语习惯，以便写出更契合领导想法的材料内

容……全凭着这股勤奋耐心的精气神，她扛起了工作重担，圆满完成岗位任务。

尽责用心，做专项活动“好组员”

工作以来，她加入过的各类专项活动工作群已近 20 个，涉及有司法改革、大调研等各方面，有同事调侃称她为“金

牌联络员”。作为活动组织者，她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发出一条条调研案例的征集通知后，加班加点积极撰写，并连续

3 年在全省法院学术讨论会中获奖；作为活动配合者，她坚持工作讲实效、办事不拖沓，总能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量完
成分配任务，高质量配合机关大局；作为部门联络员，她总是以高度的责任心全力做好部门琐事，尽心协调工作事项，通

过不断在“勤”字上下功夫，提高服务部门、服务全院的水平。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范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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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琼琼（左 2）与河南省援沪核酸检测医疗队的队友们

演出留念

张好娜在查阅资料

西营村有个“八姐九妹曲剧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