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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先生不但唱功好，而且二胡

拉的也得劲儿。特别是演唱《寇准访帅》

中‘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一折，嗓音

洪亮，吐字清晰，听着真有点像洛阳市曲

剧名家马骐的唱腔。他在咱汝州也有‘汝

州马骐’的号称。”近日，在市标游园地摊

儿戏现场，一名戏迷谈起张套老人时说

道。

张套，生于 1935年，中共党员，煤山
街道望嵩社区人。

情之初

张套的一位本家叔叔是个“戏迷”，

喜欢曲子戏，会拉弦子，1947年时，经常
邀请外地的“好唱家”到家里交流。在这

样环境的熏陶下，年幼的张套在潜移默

化中，对曲子戏也产生了兴趣。在当时，

文化生活匮乏，唯有看戏、听曲子，是当

时人们的最爱。张套为了看场曲子戏，有

时晚上和同伴们要翻山越岭，往返 2个
多小时路程才能看场演出，但他们依旧

乐此不疲。

情之切

1955年，张套响应国家政策，应征入
伍，成了一名海军战士。曾先后随部队辗

转于荥阳、南京、烟台、福建等地。到部队

后，他对曲子戏依旧念念不忘。他入伍

时，专门带了一把曲胡，当时河南籍战友

好多也喜欢曲子戏，闲暇时，有人唱时，

他伴奏；没人唱时，他自己边拉边唱，自

娱自乐。因能拉会唱，张套在部队很受战

友们的喜欢。

1959年，张套随部队集体复员。4年
的军旅生活虽然短暂，但锻炼了他的体

魄，也锤炼了他的意志。与此同时，在战

友们的指导下，张套的曲胡演奏水平有

了进一步提高，这为他实现日后的戏曲

梦奠定了基础。张套转业到了青海省，后

调至四川省，无论其工作岗位如何变动，

但是他对喜爱曲剧的初心未改。工作之

余，他做到“弦不离手，曲不离口”。1982
年，张套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回到了

原籍汝州市。

情之深

退休后，张套因当时生活条件较差，

忙于生计，曾一度中断了自己的爱好。数

年后，随着生活逐年好转，再次点燃了他

的戏曲梦。刚开始，市区有个叫周章太的

人，每逢周六、周日，都要组织戏曲“发烧

友”们在一块“玩”。张套作为戏迷爱好

者，也积极地加入了队伍，七八年后，“队

伍”解散了。但张套没有悲观失望，为了

戏曲爱好，他和同伴们四下张罗，在市标

西北边的一片空地，搭个了台子，悬挂上

“夕阳红演唱队”的牌子，组建了属于自

己的戏曲队伍。几年后，随着场地被开发

改建，不得已他们的“夕阳红演唱队”又

搬迁至市标东北角文化宫附近。张套又

再次四处奔波，经多方努力及协调，文化

宫游园内，建了个戏台，台子后边还栽着

数棵柏树，既美观了环境，又便于演员们

化妆。这些条件的改善，为他及戏曲爱好

者们增加了无穷的动力。

2006年，年逾七旬的张套，为了提高
自己的唱功及曲胡演奏水平，他来到市

群艺馆，报名参加了戏曲演唱及曲胡培

训班。当时他是培训班中年龄最大的一

名学员。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在市曲剧传

习所杜书安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张套老

人的演唱及演奏技巧有了提高。

2014年，79岁的张套，听说汝州籍
曲胡演奏名家梁献君回汝州省亲。他就

骑车到煤山街道肖庄居委会梁献君的

老家拜师学艺。经过梁献君的耐心指

导，张套的演唱及演奏技巧有了进一步

的提升。

现如今，张套老人为了更好地服务

戏迷朋友们，自费 1000多元，买来了音
响设备，邀请了鼓板梁旺、琴师陈永发加

入团队。他所在的地摊戏，老年人较多，

仅 80多岁的戏迷就有好几个。他们无论
唱得好坏，张套从不嫌弃，时常会一句句

地纠正大家，手把手地教，从不厌烦。

在笔者采访中，发现其中年龄最大

的一位戏迷已 90多岁了。她家住在汝州
火车站附近，曾晚年丧子的她，每天闭门

不出，以泪洗面。后经其女儿劝说，走出

家门，在市标游园张套的地摊戏里找到

了乐趣，有时也能上台哼唱几句。自此以

后，老人的心结打开了，精神面貌也改变

了。她女儿高兴得逢人便说：“地摊戏真

好，在这里母亲‘玩’得开心，好似年轻了

许多。”

汝州市曲剧知名表演家、号称“中原

第一鼠”的崔占老师是这样评价张套的：

“张套挚爱曲子戏 70多年，是咱汝州老
百姓忠实戏迷的代表人物。他之所以能

够坚持那么多年。一因为汝州是‘曲子

窝’，‘曲子窝’里唱曲剧、氛围浓厚。二曲

子戏能‘治病’，越唱越年轻。三不唱曲子

腔，心里憋得慌。”

张套老人虽年近九旬，但他音似洪

钟、耳聪目明，是个身体健硕、说话幽默、

心存感恩、风趣健谈的老人。

“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老年人提供

了施展才艺的舞台。虽然我年纪大了，但

我有决心把这个‘地摊戏’办好，让其成

为戏迷朋友们的精神乐园。也呼吁更多

的年轻人加入我们队伍中，让他们在体

验快乐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采访中，张套老人动

情地说道。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俊杰

“可以说，当一名医生是我从小的梦想，所以

当初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选择学医，也算

如愿以偿。”近日，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

内分泌科主任李南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温和，是他善待世间的态度；精诚，是他钻研

医术与服务病患的初心；矢志不渝，是他秉承事

业初心与呵护职业理想的信念；微笑相对，是他

救死扶伤不言弃与携手病患逐梦行的诺言与足

迹……在岗位上十几年如一日，恪尽职守、精益

求精，李南南用初心谱写着医者仁心、智者恒心

与温暖包容的爱心。

2008年，从郑州大学毕业后，
李南南进入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内

科工作。多年临床经验，他目睹了

太多因内分泌疾病而饱受折磨的

患者。他深知，内分泌疾病往往太

过隐匿，还经常伴有各类并发症，

一旦发作对身体的损害不可估量。

这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哪怕承

担再大的风险和压力，只要能救，

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决不放弃。

2014年，李南南前往河南省
人民医院进修内分泌学科；2016
年，随着医院的发展规划和细化分

科，他进入内分泌科担任副主任；2024年担任内
分泌科主任。

在医学的道路上，李南南从来没有停下脚

步，不断学习为自己“充电”，先后在河南省人民

医院进修呼吸内科和内分泌专业。在长年的临床

实践中积累经验，在细枝末节中求证着自己诊治

的准确性。他率先在医院开展小儿生长发育迟缓

检测、肾上腺等方面的疑难病的诊治，在汝州市

内分泌领域保持领先水平。

参加工作后，李南南先后经历了手足口、甲

流感再到之后的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他都冲锋

在前，始终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守护着每

一位患者健康。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李南南始终不忘初心、忠

于职守，保持了浩然正气、蓬勃朝气和良好医德；作

为一名临床医生，他坚持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将治

病救人放在首位，以精湛的医术为生命保驾护航；

作为一名内分泌科主任，他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

怨，以低调、务实、诚恳的为人，带领团队持续提升

诊疗水平，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广泛认可。

内分泌疾病看不见摸不着，临床表现多种多

样，需要医生化身“福尔摩斯”，揭开疾病“伪装外

衣”准确查因。李南南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透

过疾病的表象看到本质，正确诊断并治疗了很多

罕见的内分泌疑难杂症，让患者少走弯路。

一名年轻女性患者，反复血压忽高忽低伴双

下肢无力、头疼，经常出现不能行走，在我市多家

医院诊治，中药、西药吃过很多，均效果不佳，后

慕名来到该院。李南南诊治后，对患者进行了仔

细的检查，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诊断为“原发性

醛固酮增多症”，仅仅给与螺内酯 2片口服，患者
血压、血钾正常，随访 2年，患者情况良好，未再
出现上述症状。

一名 9岁女童，出现月经过早来临，患者及

其家属均心理压力较大，到该院诊治。李南南耐

心细致地进行问诊，结合相关检查后，诊断患者

是“性早熟、生长发育迟缓（身高矮小）”，与家属

沟通后，给与“曲普瑞林、生长激素”双向治疗，患

者月经暂停，身高增长，随访 1年，患儿各项指标
良好，家属十分满意。

对待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对待同事真

诚友善、充满关爱，由内而外有股子钻研的韧劲

儿和服务病患的耐心……这些平常工作的点点

滴滴，对李南南来说是职责所在，容不得马虎和

拖延，再忙再累也要跟患者嘱托清楚，想患者所

想，急患者所急。

“健康教育、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

自我血糖监测，是糖尿病治疗的‘五驾马车’，为

糖尿病患者保驾护航。而健康教育更是‘五驾马

车’之首，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也一定是在科普

宣教，抗糖路上，与患者同携手、共努力。”李南南

说道。

多年来，李南南把糖尿病健康教育作为一项责

无旁贷的工作，在做好诊疗服务的同时，积极开展

糖尿病宣教及各种义诊活动，下镇村、下机构、下社

区去义诊宣教，向大众传播正确的糖尿病防治知

识，引导大家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养成健康的生

活习惯，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南南

不仅自己在医术上不断精进，还带领科室医护人

员共同进步，他从学习和临床两方面入手，带领

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临床方面，他着手提升诊疗水平，在平时

的临床工作中进行考核，使大家的工作更具目标

性和方向性；在知识提升方面，他长期坚持科内

业务培训及疑难病例讨论，鼓励各年资医师外出

进修交流，带领科室人员积极开展新技术，全面

提升科室诊疗水平。

2024年 4月，为提升糖尿病足诊疗的多学科
协作，提高糖尿病足的诊疗水平，李南南联合兄

弟科室推动成立了糖尿病足诊疗中心，并担任副

主任委员，这是该院在糖尿病足诊疗领域迈出的

坚实一步。目前，内分泌科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高血糖高渗状态、乳酸性酸中毒及内分泌疾病危

象的抢救成功率依然居全市领先水平，为无数内

分泌患者解除了疾病的困扰。

从医之路，初心如磐，才能行稳致远；使命在

肩，必将奋进前行。行医 10余载，李南南始终秉
承“医者父母心”的理念，谨慎细致、认真负责，视

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诠释着医者的高风亮节，

践行着医者的仁心仁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主题班会

是———祖国我了解，谁能说说五星红旗

的含义……”近日，在塔寺小学五年级

（七）班的主题班会上，教师张帅利在班

会时提问，学生纷纷举手发言，课堂气氛

活跃。

2011年，大学毕业后，怀揣着对教育
的梦想，张帅利踏入了教师的行列。在 13
年的教学中，她体会到了辛苦与快乐，也

收获了成长与硕果。现作为一名数学老

师兼班主任，张帅利无论是在教学中还

是在班级管理中，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和

经验。

“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要关心学生

的学习，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帮助

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更要注意学生

的思想动态和情绪变化，作为他们人生

的指路人，要做好正确的引导。”谈及教

育心得时，张帅利说。

在张帅利的数学课堂上，善用头脑

风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教学设计

中，学生之间实行小组管理，对学习有困

难的孩子设置分层的目标，在学习中让

学生人人都有收获，提高学习兴趣，增加

学习自信心。

“对于每节课的重难点，老师都会讲

清讲透，同时拓展知识点，告诉我们知识

点的前因后果，知识点与其他知识点之

间的联系，让我们对所讲的知识有一个

系统的了解，使数学变得有趣多了。”一

名学生说。

“让学生了解数学从现实生活而来，

把所学运用到现实中。课堂上重在方法

的渗透，不为讲题而上课，只为教授方法

而探讨，让学生在探讨中自己总结出此

类题的做题技巧，既记忆深刻，又训练了

数学思维。”在数学教学方面，张帅利说

出自己的见地。

为了全面督促学生进步，张帅利把

全部学生的基础性作业一一批改，针对

出现错题的学生做到面批和日清，一次

性帮学生解决问题。

赞美是催人向上的最好动力。在张

帅利的课堂上，只要学生有一点进步，张

帅利从不吝啬表扬，用一句赞赏的话、一

个鼓励的微笑或一个友好的击掌，让学

生从学习中有获得感。在班级管理中，张

帅利做到“爱、细、勤”，用真心爱学生，用

细心关注班容班貌，用勤快把班级工作

干到前。

“教育是一场漫长而幸福

的修行，是一场爱与被爱的修

行。遇到的每一位学生，无论

优秀还是平凡，都是我可爱的

孩子，真心与他们相处，换来的

都将是幸福与感动。”张帅利

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作为一名数学教

师，张帅利辛勤耕耘，坚守教育

初心，挥洒汗水，点亮学生心灯，为青年

教师树立了标杆和榜样。多年来，她先后

获评汝州市优秀教师、德育先进工作者、

十佳少先队辅导员、教育教学质量先进

个人、文明教师、教坛新秀、优秀班主任

等荣誉称号。她所参与的汝州市课题“数

学日记在小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执教

《角的认识》一课获汝州市第十七届优质

课一等奖。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盼盼

“我扮演着多重角色。课堂上，我是老师，教会孩子学

习的能力；课堂外，我是母亲，给予他们细心的体贴和温

暖；私下，我是朋友，我们可以畅所欲言。”近日，谈及教育

心得，张利芳娓娓道来。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教师的职责和天职。26年来，
张利芳凭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心存教育情

怀，认真钻研教学，努力坚持做“四有”好老师。她现任塔

寺小学三年级（六）班的语文老师兼任班主任。

在语文教学上，她有自己的教育心得，注重培养孩子

的自主学习能力、主动思考和阅读习惯。如何在语文阅读

教学中培养学生预习能力？张利芳给出了答案。每天下学

前，张利芳把预习的内容分为四步走“标、圈、读、思”，明

确需要预习的内容、要求，发到班级微信群，让学生养成

预习习惯。

“感谢老师对孩子的教育。每次提起您，孩子眼睛都

放光芒。非常感谢您对孩子的付出，祝您节日快乐！”9月
10日上午，曾经教过的一名学生家长在微信上留言说。教
师节当天，张利芳收到来自学生和家长的真情告白，纷纷

表达他们真挚的感谢。

以情育人，以情感人。不管是现在的学生，还是已经

升入高年级的学生，只要出现困惑，他们都会联系张利

芳，向她吐露心声。“只要学生来找我谈心，我都会仔细倾

听，耐心开导，帮助学生解决成长路上的问题。”张利芳

说。

除了日常的语文教学外，张利芳作为班主任，在班级

管理上有其自己的高见。“班主任要有爱心、耐心和责任

心，释放亲和力，感染学生，要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

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用赏识的眼光对待每一个学

生。”张利芳说。

除了学习之外，张利芳常常利用班会对学生开展道

德规范的教育，让他们明白，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提高他们

明辨是非的能力，同时向学生讲述父母的不易，教育他们要学会感恩，

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注重与学生家长沟通交流，了解孩子在家中的

情况，及时告知家长孩子在学校的情况，相互了解，形成互补，家校联

手，合力育人。

在秋季开学第一天，张利芳为全班学生送出了“秋天的第一颗糖”。看

到学生们高兴的样子，张利芳向每位学生布置回馈老师的“礼物”———用心

书写两首诗，听后，学生们欣然接受老师的提议，并完成得非常好。

为了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在班级管理上，张利芳尝试用趣味抽奖的

方式调动学生学习、表现的积极性，如：表现好记一次、上课回答积极记一

次等，累计 5次抽奖一次，奖品有零食、免作业、学习用品等。长此以往，学
生表现得越来越积极，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厚，班级的学习风气愈发向上。

任教以来，张利芳始终保持求实、创新、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个人先

后获得平顶山市骨干教师，汝州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盼盼

张套院 89 岁老人的曲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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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帅利：坚守教育初心 用爱点亮学生心灵

李 南 南 ：内 分 泌 领 域 的“ 福 尔 摩 斯 ”

张利芳辅导学生

吹拉弹唱样样行的张套老人

张帅利辅导学生

工作中的李南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