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钟楼街道拐棍李社区村部前，从

上午开始一直忙碌 10多个小时，在安装完

游园路灯后，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永宽才如释

重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和全市众多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一样，

张永宽也有个追星梦，致力创建河南省“五

星”党支部，让社区更美丽，使居民更幸福。

安排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开张运营，谋划

污水处理及管网工程建设，协调村里到市直

第三幼儿园 600米道路修建……去年以来，

为了“追星梦”，张永宽成了“披星戴月”人。

解难题擦亮“幸福星”

拐棍李社区地处城乡接合部，是村改居

成立的社区，辖 10个居民组，881户、3724

人。一直以来，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基础建设

滞后，设施条件较差，历史欠账较多，道路积

水、街巷狭窄、自然村及居民组入户路硬化

不到位等问题，影响着部分群众的生活出

行。

面对村里的热点难点问题，张永宽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从 2020年底社区换届上任

以来，就把心思和干劲放在为民办实事上。

从汝大路往南到程楼村，村里一段路常

年积水，行人绕着走，骑车过去一身泥，冬天

结冰送学生上学不时还有人摔倒。虽然群众

反映强烈，但是往东排水涉及有三户群众极

力反对，协调工作都是无果而终，“水患”苦

民久矣，成了老大难问题。去年秋季，张永宽

召开两委会会议，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

他带头分包入户，耐心细致做工作，最终与

一户群众签订协议，在其地里修建渗水池。

社区干部分头行动，买管子，挖地沟，亲手

干，工程很快完工，积水荡然无存。

王庄自然村有条街巷没硬化，在他的

协调下，修水泥路 300 米，埋设排水管，卫

生环境整洁一新。村里太阳能路灯年久老

化，有的线路板失修坏损不明，有的灯光

暗淡不好用，在他的筹措努力下，更新安

装主街道电路灯 16 盏，修复太阳能路灯

30多盏，扩大了照明覆盖面。3月中旬，在

倒春寒的大雪天气中，他发现村里路段有

一处积水，下车弄清情况后，就挽起袖子

掏出堵塞的东西，使污水顺畅排泄，消除

了交通安全隐患……

“社区的事情很杂，在为居民办成一件

件实事、解决一个个难题的过程中，我也获

得了居民的认可。”张永宽说。

尊老敬老“星闪耀”

“在饺子宴那天，社区 70

岁以上的老人相聚一起，看演

出，又唠嗑，志愿者为其洗脚剪

指甲，中午吃一顿香喷喷可口

的饺子，大家是满心欢喜、乐不

可支。有的老人说，志愿者比自

己的子女还要贴心。”3月 29

日，在社区文化广场上，年轻的

大学生刘莹莹对记者说。

作为一名社区干部，张永

宽整天与村民打交道，他深知

群众的所想所盼，始终把服务

群众作为自己的职责任务和

工作目标。

“现在年轻人外出打工

多，村里留守老人多，特别是

部分空巢老人孤独无靠，生活

单调，失落感较强。”为了解决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的问题，2021年，张永宽萌生一个想

法，在重阳节举办一次饺子宴，让全村的老

人都参加，这个提议得到了社区两委会成员

的一致拥护。

今年，社区党支部决定，利用每月 23日

主题党日，坚持开展饺子宴活动。当天上午，

安排有文艺演出、社区义诊、免费理发等活

动，辖区企业和爱心人士提供资金赞助，市

区迎心志愿团队和社区党员干部及志愿者

50多人参与包饺子等服务，中午社区 260

多名 70岁以上老人相聚一起，享受着美味

大餐，现场气氛热闹非凡，引得附近乡邻百

姓羡慕不已。

如今，饺子宴已连续举办两届，尊老敬

老在社区蔚然成风。

针对社区群众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张永

宽和社区两委会成员进一步做优服务内容，

举办和常态化开展“七一”党员过政治生日

“八一”退役军人座谈会、“六一”儿童节慰问

和评选表彰好媳妇、好婆婆等道德模范活动，

汇聚正能量，画好同心圆，培育文明新风。

如今，张永宽，这位不知疲倦的“追星

人”，正带领全社区“追星族”，在创造幸福生

活的大道上，奋勇“摘星”，收获灿烂星光。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李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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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要不是 2018年全国退役军

人信息登记时发现你的事迹，我们还不

知道咱们临汝镇还有您这样的战斗英雄

呢。您这是实打实的战功，是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荣誉。您立功证上的事迹字字

千斤重，句句见证当时战斗的残酷，我看

着深受感动。您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深

藏功名，退役后甘于平凡工作，乐当一名

企业普通员工，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更

不向党组织提任何要求，继续发挥部队

的好传统，默默奉献，值得我们学习。”这

是临汝镇党委书记王会强近日在看望慰

问东营村战斗英雄袁根庆时说的一番肺

腑之言。

今年 62岁的退役军人袁根庆是一

位有着 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1978 年 11 月，18 岁的袁根庆响应

号召，投身军营。服役期间，他苦练军事

技能，被提拔为班长。1979年 1月，袁根

庆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中越边界的

猫耳洞里坚守 30多天，出色地完成了师

部驻地周边的侦察与警戒任务。

作为一名侦察兵和基层指挥员，袁

根庆带领战士们多次深入敌军前沿阵地

侦察敌情。1985年 1月 6日中午，袁根

庆带领小分队在越南贡家湾的稻田里潜

伏一周后，终于发现了敌军一个侦察分

队的行踪。袁根庆趁着该侦察分队少尉

军官去挑水的机会，迅速出击将其生擒，

并利用我方炮火支援，先后毙死、毙伤敌

军士兵 12人，取得了我军无一伤亡的贡

家湾伏击战的小捷。服役期间，袁根庆先

后 25次受到部队表彰，荣记二等功一

次、三等功一次。

1985 年 5 月，袁根庆退役回到家

乡，转业成为原临汝县水泥厂的一名员

工。在普通的岗位上，袁根庆始终没有忘

记自己是一名在部队入伍的共产党员，

不居功自傲，做事不声张，勤勉工作，很

少向别人提及自己的战斗故事。企业改

制后，袁根庆又成为天瑞集团汝州水泥

公司一名普通的车间工人。

20多年来，袁根庆的工作岗位几经

调整，从保卫科长到车间工人到小车班

司机再到仓库保管员一路走来，袁根庆

服从单位安排，从无怨言，每天都是乐呵

呵地干好本职工作，是大伙公认的“先进

个人”“先进工作者”。

尽管自己经济上并不宽裕，但袁根

庆经常以一名普通老兵和共产党员的身

份参加各类捐助活动。2001年秋天，当

听说四川宜宾籍的战友刘海军因病根复

发需要大笔治疗费时，袁根庆毅然把当

月的全部工资 2000 余元汇给了战友。

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袁根庆积极捐

款，还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累计献血达

3000多毫升。

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袁根庆，十分

珍惜今天平静而又幸福的生活，面对社

会上的一些诱惑和不安定因素，他不为

所动，并且劝阻身边的战友多考虑国家

的利益。他常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从中央到地方对我们这些参战老

兵那么关怀，每月给我们发放生活补贴，

我们不好好珍惜，反而去给政府找麻烦，

这违背了一个退役老兵、一个共产党员

的基本信仰。”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牛向涛

连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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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根庆：默默无闻中坚守英雄本色

袁根庆

连胜伟（中）与艺术团成员在一起

张永宽在清理枯树枝

4月 11日上午，市区安国路中段，路东

的一家门店，新嘎嘎的“新连心文化传媒”

牌匾格外显眼。连胜伟，新连心艺术团的当

家人坐在门店内，他慢慢品着一杯刚刚泡

好的毛尖茶说道，“这个门店是新连心艺术

团在城市站稳脚跟的一个标志，以这个门

店为起点，我们艺术团今年准备做精节目，

进一步叫响新连心品牌，为弘扬和传承优

秀曲艺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次把农村文艺演出搬到了舞台

“那时候家里姊妹多，初中毕业我就辍

学了。我们村有一个唢呐班，三里五村的谁

家有个婚丧嫁娶，都会被请去，一个演员一

个月能挣三四十元，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

我不上学后，就开始进入唢呐班学习。”44

岁的连胜伟回忆起当年的从艺经历，颇有

感慨。

连胜伟的老家，温泉镇连庄村，是汝河

北岸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他从小就喜欢

表演，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一直是学校

的文艺骨干。进入唢呐班两年后，连胜伟就

成为台柱子，他在戏曲小品《柜中缘》扮演

的“淘气”、《王小赶脚》中扮演的“王小”、

《李豁子离婚》中扮演的“李豁子”等丑角，

深受农村观众的喜爱。

随着在唢呐班崭露头角，表演技能日益

精湛的连胜伟有了更大的梦想，成立自己的

艺术团，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为父老乡亲表

演，弘扬和传承农民喜欢的文艺节目。

2000年，21岁的连胜伟认识了志同道

合的女孩儿赵娜娜，他们推迟婚礼，拿出准

备结婚的费用筹建艺术团，加上从亲朋好

友那里筹集到的 3.6万元，购置了舞台、音

响、服装、道具和演出车辆。

听说连胜伟要组建艺术团，很多活跃在

农村天地的“腕儿”主动要求加入艺术团。连

胜伟高兴之余，为自己的艺术团起了个响亮

又温馨的名字———“新连心”艺术团，寓意大

家在一起心连心，开创新的美好生活。

2002年，新连心艺术团正式成立，“当

时只有 10多个人”，连胜伟说。

艺术团接的第一个“大活”，就是本地

的移动公司为了拓展市场，邀请艺术团在

各乡镇开展的百场巡演活动。

“从那时候起，我看到了舞台演出的新

模式，过去农村的唢呐班去老百姓家演出，

都是在地上摆个大方桌，演员围着桌子就

开始了，是标准的地摊戏。在汝州，我第一

次把地摊戏搬上了舞台”。连胜伟回忆说，

艺术团买了一辆大机动三轮车，经过改装，

车厢可以打开成为一个舞台。

拜胡希华为师，演艺生涯逐步走上巅峰

一辆三轮车既拉着演出的各种道具，

还拉着演员，在很多还是土路的乡村奔来

奔去，无论是平原乡村还是山区乡村，一接

到单子，必须风雨无阻。

“现在想想，当时的演出生活挺艰苦

的”。至今让连胜伟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的一件事，2004年去大峪镇某个山村演出，

走到山路的一个陡坡，三轮车正下坡时，刹

车突然失灵，“三轮车往下冲了几十米，车

上的演员都吓愣了，我还有点冷静，指挥着

驾驶员拐到一个刚刚修好的岔道上，岔道

是上坡路，车才算停了下来。”

越是条件艰苦，越不能放松对节目质

量的严格把关，“这么多年演出，我们的节

目很丰富，有戏曲、歌曲、小品、舞蹈、魔术、

杂技，但我一直要求节目必须弘扬正能量，

坚决不允许低俗的节目进入，以弘扬真善

美、爱国、孝道为主。”

在节目上的精益求精，使得新连心艺

术团名声大震，“平均每年演出 500 场以

上，都是排队接单，艺术团经常要分成两三

个小团，才能把接的单子完成。”

随着新连心艺术团的声名远播，演出

从汝州市周边县市扩展到新疆、青海、浙

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大部分外省的演出

都是河南人在当地的商会组织，他们很想

听河南原汁原味的曲艺节目。”

因为演出和交流，连胜伟认识了很多

大腕级的表演艺术家，如胡希华、范军、汤

玉英、贾廷聚、张宝英等，与他们同台演出，

深得他们的艺术传承，使自己的表演技艺

日臻完美。

2015年，连胜伟成为著名曲剧表演艺

术家胡希华的弟子之一。8年来，胡希华亲

笔为他题写的“艺术精 人惟诚”六个大

字，成为他艺术追求道路上的座右铭而用

心恪守。

让中原人爱上河南戏

与众多曲艺名家、名角儿同台演出，让

连胜伟看到了河南曲艺的灿烂前景，更感

到了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一次与河南曲艺的领军人范军同台演

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范军有感于新连心

艺术团的蓬勃发展，欣然为艺术团题写了

“中原名团新连心”的寄语。

如今已是汝州市、洛阳市政协委员的

连胜伟，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

如何弘扬和传承好河南原汁原味的曲

艺精髓，让中原人爱上河南戏，让河南曲艺

不断层，一代代发扬光大。步入中年的连胜

伟一直在思索着、探索着。

2016年，连胜伟在临汝镇举办了首期

中小学生暑假公益戏曲培训班。截至目前，

培训班已连续培训中小学生 500余名。

2020年，身为市政协委员的连胜伟，撰

写了《如何让中国传统戏曲发展更好》的提

案。

2021年，在庆祝建党 100周年之际，连

胜伟邀请胡希华、汤玉英、贾廷聚、张宝英

等名家，组织了河南省 100场公益巡演活

动，其中在汝州市演出 10场。

2022年 10月，汝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连胜伟联合身边的企业家朋友捐

助了 1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

“2020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我组织

了临汝镇的 50名孩子，参加了《木兰诗》

《望月怀远》两个节目的现场表演，这也是

我从娃娃抓起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思路的具

体体现。”连胜伟说。

如今，新连心艺术团，还成为洛阳职业技

术学院戏曲艺术学院优质生源培养基地。

“让戏曲从娃娃抓起，让娃娃爱上戏

曲，培养新的戏曲观众群体、新的演员团

体，让戏曲进乡村，让戏曲进校园，让戏曲

在中原大地生根开花结果”，连胜伟说，这

将成为他终生的梦想和追求。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