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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本报讯 （记者 齐 放 见习
记者 刘彩霞） 5月 8日上午，以
大调曲子国家一级演员胡运荣为
首，来自南阳、周口和平顶山的
8位老曲艺演员，走进漯河市曲
艺家协会举办的曲艺沙龙，与我
市曲艺演员切磋交流（如图）。

一曲生动的大调曲子《夸南
阳》，在古筝、三弦、琵琶等四
五件乐器的伴奏下，演唱者胡运
荣声情并茂地唱出了南阳的秀丽
景色和美好未来。一曲唱完，众
人热烈鼓掌叫好。

大调曲子作为南阳市重要的
汉族戏曲剧种之一，2008年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在全省其他地区的大调曲子
相继衰落的情况下，南阳地区的
大调曲子不断改进、创新，逐渐
形成独特风格，至今经久不衰、
生机勃勃。

在现场的交流演唱中，大家
以曲会友、以诚相见，相互学

习，汲取各方经验，仔细斟酌如
何演唱更能准确表达作品的意
境、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心理。

“ 大 调 曲 子 追 求 高 雅 、 大
方，原是文人和富家子弟演唱
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如
今走上了戏曲舞台。”70岁的胡
运荣高兴地说，“我记得上一次
来漯河还是1986年，30年弹指一
挥间啊！这次以曲访友来到漯
河，发现漯河的变化实在是太大
了，让我都认不出来了。”

在曲艺沙龙中，除了专业的
曲艺演员，还有许多曲艺爱好
者。在聆听的过程中，曲艺爱好
者还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几
句。

“这次南阳等地的老曲友们
来到漯河，对我们的年轻曲艺演
员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
会，助力漯河曲艺文化发展。”
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徐国欣告诉
记者。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废弃的脸盆、水桶、痰盂、塑
料桶、菜盆……别人看来没用的东
西，市民王凤英却视为宝贝。她将
这些容器装满土，种上番茄、辣椒
等蔬菜，整齐地摆放在院子里，组
成了一个充满生机的小菜园。

废弃容器变身“微菜园”

5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市区黄
河路水泵厂家属院，王凤英和老伴
徐天忠正将废弃脸盆、水桶等容器
内结成块的土倒在地上，用铁锹粉
碎后，掺进去一些鸡粪进行搅拌，
待拌匀后，再一一盛进这些容器里。

“土在盆子里装得时间久了变得
很瓷实，种菜之前先把土倒出来松
散松散，再添些肥料，这样菜长得
好。”王凤英一边往一个废弃的脸盆
里装土一边对记者说。

“来，把这个不用的篮子的把儿
取下来，篮子也能用来种菜。”采访

中，王凤英进屋找出来一个老式的
编织篮子对老伴说。

他俩拿来钳子、剪刀等工具，
三下五除二就将篮子把儿取了下
来，然后装满土——一个废弃篮子
瞬间变身为“微菜园”。

半个小时左右，王凤英夫妇俩
就将 20多个废旧容器里装满了土，
然后整齐地摆在已经铺好的砖块上。

“加上之前种菜的盆盆罐罐，得
有四五十盆菜。”王凤英说，家人都
喜欢吃辣椒，她准备多种些辣椒。

除了废弃的脸盆、水桶，老式
菜盆、痰盂、油漆桶、装食用油的

塑料桶都变成了王凤英的“菜园”。

春天种番茄 秋天种生菜

王凤英这样种菜已经两三年了。
“一开始家里有三四个不用的盆

子和水桶，我看闲着就栽进去了几
棵辣椒苗，没想到成活了不说，还
结出了红红绿绿的辣椒，还挺好看
的，我都没舍得吃。后来，我就有
了把不用的盆盆罐罐拿来种菜的想
法。”王凤英说，春天，她在容器里
种上辣椒、番茄等蔬菜；秋天，她
就种上生菜等青菜。

“别看种菜的容器小，菜长得可
好了。”王凤英的一位邻居说。

“我退休后在家闲着没事，把这
些废弃的容器利用起来种菜，精心
照料他们，很有意思。”59岁的王凤
英告诉记者，现在，她在路边、垃
圾堆里看见别人扔的盆盆罐罐就捡
回家，亲戚朋友家里有了不用的容
器，也都送到了她这里。

“都知道我喜欢在废弃容器里种
菜。”王凤英笑着说。

“这些盆盆罐罐摆得还有讲究
哩，你看砖块下面就是下水道，下
水道的盖子有点破损了，这样摆上
去以后，下水道里就不会再掉杂物
了。”王凤英指着靠路边的一排容器
说，待容器摆放好以后，她将准备
好的辣椒苗一一载进去、浇水，然
后“就等着吃辣椒喽！”

废弃的脸盆、塑料桶等装上土，种上番茄、辣椒……

“微菜园”蔬菜 好看又好吃

■《26岁美女护士 高铁上急救老人》后续

南阳、周口和平顶山的曲艺演员来漯交流

以曲会友 共同提高

压断葡萄藤一根 写下道歉信一封
邻居感到受尊重 说远亲不如近邻

一封道歉信 饱含邻里情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由

于上午安装防盗窗时，不小心把
您家葡萄藤弄断一根，十分抱
歉。您看需要做何赔偿，请电话
联系。”看到三楼住户贴到门上
的道歉信，一楼住户徐女士根据
上面的手机号码给对方回复：

“葡萄断了还能发芽，邻里之间
的和谐无价！这不算个事，远亲
不如近邻！”

这是 5 月 7 日，发生在银河
湾小区14号居民楼的一个温馨故
事。

银河湾小区位于市区黄河路
东段。5月7日是星期六，该小区
14号居民楼三楼住户张女士准备
给家安装防盗窗。

“一楼住户有个小院，种的
有葡萄树，当时师傅向上提升防
盗窗时，不小心把一棵葡萄树压
断了！”据张女士介绍，当时一
楼家中无人，只能写了一封信，
贴到一楼住户大门上表达歉意。

当天下午 6时许，一楼住户
徐女士回到家中，看到张女士写
的道歉信后，很是欣慰。徐女士
告诉记者，邻里之间需要相互尊

重。张女士能写这封道歉信，她
能感受到对方的诚意。

随后，徐女士根据信上的手
机号码，给对方发了短信，告诉
对方别放在心上，邻里之间相互
理解是最可贵的。

张女士所写的道歉信。
本报记者 郝河庆 摄

获救老人家属 奔波千里致谢
医院：号召医护人员向李晓迪学习

□本报记者 朱 红

5月5日，本报刊发了《26岁美
女护士 高铁上急救老人》 一文。5
月 11日，获救老人的家属不远千里
从青海赶到漯河，带着鲜花、锦旗
和浓浓的感激之情，向护士李晓迪
致谢。

你是我们的恩人

5月 1日下午，在G532次高铁
列车上，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呼
吸、心跳骤停。市三院神经内科护
士李晓迪，和另一名护士一起，对
老人实施急救，使老人恢复心跳、
呼吸，转危为安。

5月11日上午9点半，获救老人
的妻子、女儿、妹妹、侄子一行四
人赶到市三院。一见到李晓迪，老
人的女儿任杰就泣不成声，送上鲜
花后，紧紧拥抱李晓迪。

老人的妻子易金利拉着李晓迪
的手说：“你是我们的大恩人，终于
找到你了！”

易金利告诉记者，她今年 60
岁，他们家在黑龙江，她的娘家在
湖南长沙，老伴叫任宝臣，今年 58
岁。早前，老伴和她一起到长沙探
亲。5月1日下午，老伴和妹夫乘坐
G532次列车到郑州探亲，没想到在
车上老伴突然发病。

“危急时刻，这个热情的姑娘听
到广播后立即站了出来，救了我老
伴，所以她是我们全家的贵人、大
恩人。”易金利说。

任杰告诉记者，她目前在青海
省西宁市一所外国语学校教学，这
次专门请假与家人一起来谢恩。目

前，父亲已经转到长沙治疗，病情
稳定，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父亲
一再交代她，一定要找到救他的护
士，一定要当面感谢。

“郑州的亲戚看到‘漯河发布’
的消息，才知道恩人李晓迪是漯河
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
任杰说，“父亲在养病，我们代替他
来感谢晓迪。”

谁遇到都会去救的

易金利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人
见到老人倒地都不敢上去扶，即使
有人在场也不会出手相救，但是晓
迪勇敢地上前救了，使老伴在第一
时间得到救治，可以说是抢回了一
条命。

“我们必须来致谢。不谢恩，一
辈子良心也会不安的。”易金利说。

李晓迪说：“我当时看到老人大
汗淋漓，表情痛苦地捂着胸口，依
照我的经验，应该是心脏上的病，
但没想到我正在询问病情，他就突
然停止心跳了。我没有时间纠结，
立即就用平时经常练习的心肺复苏
术进行急救。我就按压了 20多秒，
老人就恢复了心跳。其实谁遇到这
样的事儿，都会运用知识去救的，
这不算啥。”

“我父亲被晓迪救了，说明我们

跟晓迪有缘分，我们要做永远的朋
友、姐妹。”任杰拉着晓迪的手，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临走时，任杰和家人再次和晓
迪拥抱作别。

任杰说，当时跟李晓迪一起救
父亲的还有一名护士，晓迪与她互
留了电话，得知她是湖南邵阳的。

“我们下一站就去寻找那名护士
表示感谢。”任杰说。

医院号召向李晓迪学习

“晓迪 2010 年参加工作，经验
比较丰富。一般来说，心肌梗死病
人猝死，如果在一分钟内抢救，成
功率达到 90%。晓迪抢救这位病人
的时机比较好，再晚两三分钟就可
能晚了。”市三院护士吴幸娜说。

市三院神经内科主任李慧敏告
诉记者，晓迪平时工作认真，热心
肠，经常帮助别人而不求任何回
报，是位好姑娘。

市三院院长王进说，凡是医
生、护士遇到这样的事儿，都会出
手相救的。晓迪救人，是她的善良
和职业操守决定的，医院为她感到
骄傲。获救老人家属不远千里赶来
致谢，是对医院全体医生和护士的
鼓励和肯定。医院将对晓迪进行嘉
奖，并号召大家向晓迪学习。

王凤英和她的王凤英和她的““微菜园微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