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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星版4 伟伟吴：辑编 物人

“昨天凌晨 4点 20分左右，我去临
汝镇接乘客，刚上大路，就在薛庄路口

西边一点，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翻在路

上。由于天黑没看清楚，我开着面包车

走过去 50多米，心里还在犯嘀咕，如果
车上有人，应该过去救一把。想到这儿，

我就把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自己步

行返回去，果然车里有人……”12月 9
日，回忆起一天前早上救人的情形，庙

下镇薛庄村 1组村民胡伟芳笑着说，
“救人后，亲戚朋友们都说你真胆大，不

怕人家讹你，黑更半夜，又没有证人，敢

救人真不简单。我当时也没多想，反正

俺夫妻俩也不是第一次救人了。”

胡伟芳和丈夫李增平时经营汝州

至柯桥的大巴车生意，每天需要将汝州

周边乡镇去柯桥的乘客接送到大巴车

上。9日早上，胡伟芳开着自家的面包车
去临汝镇接乘客，途遇三轮车侧翻。

由于天黑，走到侧翻的电动三轮车

跟前的胡伟芳也看不清车内的情形，

“我打开手机灯照着，往车篷内喊了两

声，才听见车篷里有一位老太太的回应

声。将老人救出来后，由于三轮车太重，

我又跑到对面的早餐店，正好碰见一位

来吃早餐的年轻人，我们三个人合力才

把三轮车扶了起来，又把车里的另一位

老人扶起来。”

事后，胡伟芳才知道被救的两位老

人是同村的刘金立和他老伴儿。当天早

上，两位老人去邻近的小寨村输液，不

想因为走得急，加上天黑看不清路，导

致三轮车侧翻，幸无大碍。

“我家住在薛庄路口附近，在公路

边还有门面房，做大巴车生意 19 年
了，这些年一遇到路上发生大大小小

的车祸，我们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救人，

没有算，少说也有十几次吧。”李增回

忆说。

“十几年前，在东边的西荒村路口，

一名骑摩托车的人摔到路边的沟里，我

帮着把伤者抬到了救护车上。六七年

前，两辆大货车追尾，车粘到了一块，我

们好几个人开着铲车把两辆车分开，又

帮着把腿骨折的司机救下来。这种事儿

遇到好多次，咱离得近，肯定得第一时

间去救人！”李增说。

记者了解到，不止救人，做了 19年
大巴车生意，发生在夫妻俩身上的好人

好事“一串串”。2017年春节前夕的 1月
15日下午 6时，漯河市舞阳县的乘客张
红卫乘坐他们的大巴车从柯桥返回，下

车时不慎将装有 3万元现金的黑色提
包遗忘在了车上，直到到家后才发现，

顿时心急如焚。而跟车走到

高速公路平顶山市路段，李

增巡车时才发现了乘客遗

落的黑包。看到里面有 3万
元现金，他急忙通过微信朋

友圈等渠道紧急寻找失主，

最终在第二天下午将失物

顺利交给失主。为此，失主

专门来到汝州，赠送他一面

“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

锦旗表达谢意。此事经河南

电视台报道后，李增还被评

为汝州市 2017年“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

汝州精神”先进人物。

李增、胡伟芳夫妇热心

公益事业，先后为薛庄村文

化大舞台建设、春节文化活

动、道路建设等捐款 3000
余元。2021年 7月 26日，向
新乡市红十字会捐助一车

价值 3万元的抗洪救灾物
资，多次无偿献血，在“水滴筹”上多次

捐款……

“我们家有 3辆大巴车，辛辛苦苦
一年也能挣几十万元。经常在外边跑，

更能体会到做生意的不容易、做人的不

容易。特别是一个人遇到困难时最需要

别人及时出手相助，所以总是觉得帮助

别人，心里很敞亮，也算是积德行善

吧。”李增说的话，得到一旁的妻子胡伟

芳的点头赞许。 郭营战

王玉才：党员的身份永远不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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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才，男，汉族，中共党员，生于

1925 年 10 月 11 日，大峪镇龙王村人。

1949 年 2 月入伍，同年入党，曾参加过渡

江、两广、解放大西南等战役。任排长，荣立

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1955 年复员回原

籍，任村大队支部书记。在职期间，因大队

农副业工作突出，曾被河南日报专题报道

两次，并应邀在郑州出席了省劳模表彰会。

毛保坤（右三）与家人的合影

“翻身做主人，深山见太阳。从今后，跟着救星共产党，敢叫日

月换新装。这一带也和咱家乡一样，美好的日子万年长”。这是近

日，市曲剧团元老、知名演员毛保坤，在 90岁寿诞之日，即兴演唱
的《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唱段。那清脆、洪亮、字正腔圆的唱腔，让人

难以置信竟出自于一位 90岁高龄老人的口中。
毛保坤，米庙镇关庙村人，自小喜欢曲子戏。十来岁时，他白天

下地割草，晚上跟着本村的曲子友们学习哼唱。后经过驰誉一方的

曲剧艺人王中彦、胡太和口传心授，历经三年时间，他们相继编排

了《刘公案》等剧目。

1957年 2月 1日，临汝县实习曲剧团成立，毛保坤在恩师胡
太和的推荐下进入剧团。当时剧团共 20余人，演员有王中彦、路青
山、杜二库、胡定、王立、何守义等 15人。最初他在剧团饰演旦角，
相继在《铡美案》饰演秦香莲、《对华亭》饰演张梅英、《桃花庵》饰演

窦氏等角色。

1958年临汝县实习曲剧团更名为临汝县曲剧团。他工老生
戏，后任演员队队长。先后在《包公辞朝》中饰演王子，《三子争父》

中饰演张辛勤，《寒桥踳母》中饰演党金龙，《龟山奇案》中饰演李天

民等主要角色，直至 1993年退休。

从艺艰辛历磨难

那年月，剧团演出条件较差，外出演出的戏箱都是用肩扛背

驮、牛车运送，吃住就更不用提了，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住的地

方，夏天还好凑合，冬天在寺庙、牛屋、猪圈等地方都住过。当提及

当年剧团在蟒川滕店村演出时，半夜被窝里竟钻出一头小猪的故

事时，毛保坤老人直笑得两眼泪。

当时正值腊月天，寒风刺骨，晚上演罢戏，已是夜里 10点多
了。毛保坤和往常一样，在三间草房点了一盏煤油灯，和衣而卧。半

夜里，在微弱的灯光下，他看到脚那头儿一鼓一鼓的。他伸开腿轻

轻一蹬，软乎乎、暖乎乎的，用劲这么一蹬，只听见“哼唧”一声，一

个小猪娃竟窜了出来，惊得众人瞠目结舌，而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他们住的地方是个“猪窝”。

“当时条件差不说，我们外出演出时，还经常遇到天灾人祸等

意想不到的事情。曾经我遇见两件事，至今想起来就还有点后怕。”

毛保坤说此话时，不觉深情凝重。

1958年秋季，县曲剧团为配合县武装部，在欢送新兵的演出
活动中，演出了大型红色革命现代戏《长征》，毛保坤饰演杨排长。

在演出“大渡河”一折时，毛保坤因不慎，一脚踩到放置炸药的道具

盘子里，只听见“咚”的一声，整个舞台一片漆黑，毛保坤被巨大的冲击力催倒在地，

随即被送往县医院救治。当揭开绑腿时，毛保坤腿部熏得焦黄红肿得厉害。经过半个

月的治疗，没等痊愈毛保坤就重返舞台。同年 8月，剧团在登封一次演出时，当天，狂
风大作，大雨倾盆，水流成河，戏台被大风掀翻在地，毛保坤冒雨整理戏箱及道具，直

至最后一个撤离。他下舞台时，因天黑，一不小心，跳进粪坑里，弄得满身都是粪便。

敬业担当品质高

由于毛保坤工作积极，任劳任怨，得到剧团领导和全体演职人员的一致好评。也

由于他的工作表现，上级任命他为演出队队长。“工作单墙上挂，叫谁干啥谁干啥。”

这就是演出队队长的职责。也是专业剧团的程式传统。作为演出队队长，毛保坤从来

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谋过私利，为亲人行过方便。

据时任临汝县曲剧团团长崔占回忆：“毛保坤在剧团是主要演员，在他临近退休

的那年，不顾年迈，除正常演出外，还勇挑重担，担任剧团的‘联络官’。譬如有次，毛

保坤为剧团联系台口，天不亮就乘车，一天跑了嵩县、伊川、汝阳三个地方。回来后，

他又马不停蹄地登台演出，在《寇准背靴》中扮演八贤王。”

宝刀不老有所为

1993年 9月，毛保坤光荣退休。他不忍放弃自己钟爱的戏曲事业，先后受聘于洛
阳九都曲剧团、张玉红曲剧团、观上曲剧团、郑小营曲剧团等民营曲剧团，担任主演

及业务辅导。在十余年的演出活动中，毛保坤台风端正、艺德高尚，深受剧团领导及

观众们的好评。2003年，毛保坤因身体原因辞去剧团工作，在家休养。
为了传播戏曲文化，发挥余热，2016年，82岁高龄的毛保坤积极参加了市曲剧

团传习所。在那里，他和传习所所长崔占及杜书安、陈彩芳、张太雷等一道，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学员，为我市培养、选拔戏曲新秀做出了一定贡献。

如今，年已九旬的毛保坤老人，精神矍铄，还在为自己所喜爱的戏曲事业奋斗

着。 马俊杰

时值初冬，微风不躁，阳光正好。笔者与我市著名

曲剧艺人崔占一起，在煤山公园里慕名拜访了年近百

岁的老人王玉才，聆听了他那峥嵘岁月中的出彩故事。

苦难童年

王玉才的父辈以种地为业，幼年时，家里只有少

量山岗薄地，生活十分艰难。1942年，河南遭受干旱，
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幼小的他为填饱肚子，时常起早

贪黑，或上山拾柴或下地薅野菜，有时还要翻山越岭

挖“石头面”吃。1948年 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
汝州，从此，王玉才与其他群众一起翻身做了主人，过

上了好日子。苦日子里泡出来的王玉才非常感激党、

感激解放军，立志也要去当兵报效祖国。23岁那年，
他义无反顾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部队南下。

南征北战

1949年 2月，王玉才积极响应政府征兵号召，从
临汝八区（今大峪镇龙王村）出发，和该镇的赵天富、

米庙镇一五张村的张水旺、贾二虎以及王寨乡的常振

和、常振远等百十人在临汝入伍，到郏县柿园村集结，

被编入中原野战军第 15军 43师 128团一连，随刘邓
大军南下。一年内，他们途经河南、安徽、江苏、江西、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带着背包、枪支及配发的

100发子弹、四颗手榴弹、徒步跋涉了八个省。因王玉
才身体素质好，经常帮助战士背运枪支物品，深受领

导及战士的好评。同年 10月，王玉才在广西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他随军从广西出发经四川
到云南，历经 5个月，徒步 9000多里。1952年 7月，他
调任 41师 123团某连任班长。有次部队在夜间急行
军中，一名连长不慎跌入沟崖，王玉才发现后，跳入沟

内，在战友们地帮助下一起将连长救出，但连长腿部

受伤严重无法行走。当时部队没有担架队，作为党员

的王玉才，二话没说背起连长行走在队伍中，累得满

头大汗。在部队期间，鉴于他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个

人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3年 7月，王玉才被调入 0061部队一连任排
长。王玉才随部队到云南后，因出发时在北方且又是

冬季，穿的是棉衣、棉鞋，到云南后是夏季，战士们把

棉衣的棉花掏出，变成了单衣，又动手打草鞋、种菜、

盖营房……通过自力更生的努力，部队一系列难题迎

刃而解。部队修建营房需要大量石料，作为排长的王

玉才带领战士到山上去起石头。起石头需要爆破，有

些战士胆怯，不敢点炮。王玉才一边给战士做疏导工

作，解除恐慌顾虑，并亲自点炮给战士做示范。他每天

都要点 20多眼炮，持续了近半年之多，且没有发生过
任何事故，得到了部队领导的高度赞扬。同年，他荣立

二等功一次。

服务群众

1955年 3月，王玉才退伍回到了汝州，任大峪公
社龙王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 22年。1974年 9月
15日至 25日，临汝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
全县人民动员起来，三年内把临汝县建设成为“大寨

县”。会后，全县农村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高潮。王玉

才积极响应上级党委的部署，扎实做好开垦梯田、植

树造林等重要工作。他带领群众利用自身优势，打造

“绿化荒山、造福群众”亮点工程，相继成立了龙王大

队林业站、“铁姑娘林业队”，因植树造林工作出色，周

边县市前来参观的团队络绎不绝。

“石人头，石人头，十人见了九人愁，上面一层沙，

下面净石头”。这是当年造林的石人头山的写照。但

“铁姑娘林业队”队员们，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她

们在山上“安营扎寨”，披星戴月，奋战在山上挖育林

坑、植树。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石人头山终于旧貌换新

颜，曾经光秃秃的山上，长满了绿油油的树苗。时任县

委的一位领导曾夸奖说：“沿着登高线，围着山头转，

从上到下连成片，甚是好看”。河南日报曾经相继以

“介绍一个浅山区植林造林的好经验”“志在崇山峻岭

间———记铁姑娘战斗队”为题，分别报道了龙王大队

植树造林的先进事迹。王玉才作为劳模，应邀在郑州

市出席了省劳模表彰会。

龙王大队不但植树造林开垦梯田搞得好，而且农

副业名气也很大。大队有压花机、柴油机、拖拉机……

还开设了油坊、磨坊、缝纫机组、瓷碗厂等副业。这些

副业的开设既方便了群众，又增加了集体经济的收

入，在当时成为农村学习的标杆。

不改初心

1977年，王玉才辞去党支部书记职务，在大峪公
社幸福院任院长。幸福院是民政部门安置困难复员老

兵的场所，作为复员老兵的他，更懂得服务“老兵”责

任。他用心服务，保证院民们在吃好穿暖的基础上，还

发展庭院经济。

“党的初心我一直没有忘记。”几年后，王玉才被

上级部门调到工程队工作，后无论工作如何更迭，他

但对党的初心不改，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服

从党的安排。

老有所乐

王玉才如今已 99岁高龄。可他眼不花、耳不聋、
精神矍铄，时常在煤山公园活动。老人说，这辈子，他

最不能忘的就是党的恩情。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再

服务大家，但党员的身份永远不会忘，党员的责任永

远不会忘。

平时，老人除了聊天、下棋就是喜欢看戏。当崔占

老师问起他早年看戏的情形时，王玉才讲得头头是

道，提到个别演员的名字时，说得毫厘不差。当崔占老

师夸他真是个“老戏筋”时，王玉才那写满沧桑的脸上

笑开了花。 马俊杰

王玉才

李增（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