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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幅山水画摆满画室，一
个个奖牌陈列在书架上……3月
18日上午，记者在市区柳江路
与嵩山路交叉口附近的金三角花
卉市场一个画室里，见到了这位
山水画家——包国亭。从农村走
出来的他，凭对绘画的爱好，几
十年如一日，不断学习进步，逐
渐在漯河美术圈里小有名气，他
用自己的奋斗成就了如今的幸福
生活。

从小就对绘画感兴趣

记者见到包国亭时，他正在
创作一幅山水画。包国亭告诉记
者，他老家在舞阳县莲花镇包庄
村，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对绘画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农村的条件太艰苦了，那
个时代，人们认为画画不是个好

手艺，甚至还有点看不起画画
的。”包国亭说，虽然有人冷嘲
热讽，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爱
好。没有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
他，起初依靠给影楼、照相馆画
布景维持家庭生活。渐渐地，他
在当地也有了一定的名气。

“乡里照相馆的布景基本上
都是我画的。”包国亭告诉记
者，1998 年后，电脑逐渐走进
了广大农村，一些照相馆的布景
借助计算机打印技术直接使用打
印出来的布景，不再使用包国亭
的手工画，这让包国亭无所适
从。“手艺一下子没人要了，家
里人、亲戚朋友都劝我改行。”
包国亭说，这让他也很迷茫。

2000 年，包国亭终于从萎
靡不振中走了出来，决定要加强
国画技术的学习。“国画主要有
山水、花鸟、人物等。”包国亭
告诉记者，他在舞阳县文化馆学
习了一些国画的技艺，又在中国
美协的专业培训班接受了专业美

术家的指导。
后来，他依靠多年奋斗来的

积蓄在漯河市区买了套房子，来
城里开阔眼界。2005 年，包国
亭在金三角花卉市场成功开办了
自己的画室，继续依靠绘画手艺
在城市里生存打拼。

一幅画曾卖到6万元

遭过白眼，受过打击……今
年 58岁的包国亭带着他的手艺
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爱人也是
农民，现在我还是农民身份。”
包国亭告诉记者，女儿包凌飞在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在
他的指导下成立了美术培训学
校，现在已经成家。儿子包亚飞
受父亲的影响，也在大学里学习
设计。

“风风雨雨半世纪，我们全
家从农村走出来，现在来到漯
河市区有了新家，全靠我这一
门手艺。”包国亭说，如今每年
他都要去全国各地参加绘画展
出，他的画卖出去的至少有几
百幅。

“最贵的一幅画是《万里雄
风》，画的是长城。”提起自己的
成就，包国亭眼睛亮了起来，他
的这幅画在浙江省浦江县被当地
一个企业家以6万元的价格买了
下来。

“虽然是农民，没上过一天
大学，但我靠这个手艺撑起了一
个家。我还会坚持下去，艺术没
有止境。”包国亭说。

“画画是我的追求，也是我
的生存本领。”回顾过去的几十
年，包国亭说，没有他不停的
奋斗，就没有现在一家人的幸
福生活。

从小喜爱绘画 依靠手艺发家

本报讯（记者 齐 放）“不
知不觉您鬓角露了白发，不声不
响您眼角上添了皱纹，我的老父
亲，我最疼爱的人……”3 月 18
日下午，在市区长江路金康万
安老年公寓，一首感人至深的
歌曲 《父亲》，让在座的 60 多
位老人动容。当天下午，漯河
慈善义工联盟助残志愿者联盟

和漯河助残爱心艺术团的 30多
位爱心人士，为在老年公寓颐
养天年的老人们献上了一台别
样的演出，陪老人们度过了一
段难忘的时光。

豫 剧 《穆 桂 英 挂 帅》 选
段、越调 《收姜维》 选段、曲
剧 《刘庸下南京》 ……一段段
经典的戏曲，一首首深情的歌

曲 ， 赢 得 了 老 人 们 的 阵 阵 掌
声，现场气氛热烈融洽。许多
老人看到这么多孩子为他们精
心 演 出 ， 感 动 得 不 时 擦 拭 眼
角。在志愿者的鼓励下，几位
老人还登台唱起了戏曲。

在看演出时，80 岁的陈之
伦老人不住鼓掌，笑容始终挂在
脸上。“今天这里很热闹，实在
太开心了，这些孩子们唱得真
好！比看电视上的戏强多了！”
陈之伦老人高兴地说。

漯河慈善义工联盟助残志愿
者联盟和漯河助残爱心艺术团的
负责人常红坡表示，在“学雷锋
月”里，志愿者来看望慰问这里
的100多位老人，让老人们快乐
的同时，也让志愿者受到了教
育 ， 更 深 刻 地 理 解 了 “ 老 吾
老以及人之老”。

“看到老人们的高兴劲儿，
我们也很开心，我们以后会继续
慰问我市养老机构的老人们，让
他们快乐地度过老年时光。”常
红坡说。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3月15日，我市“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行动正式结
束，本次活动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开始，共救助流浪
人员1001人次。

记者了解到，2017 年
11 月 20 日 市 民 政 局 启 动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
动，提前购置价值 10 多万
元的棉被、棉衣、棉鞋、食
品等救助物资，确保各类生
活无着人员得到救助。

在救助对象自主、自愿
的前提下，凡符合救助条件
的，提供返乡车票或护送返
乡；有病或冻伤的，在定点

医院给予医疗救助；对街头
流浪、乞讨危重病人、精神
病患者、智障患者及时送定
点医院救治；不愿前往救助
站接受救助的，为他们提供
过冬棉衣被，确保他们安全
过冬。

在开展“寒冬送温暖”
期 间 ， 我 站 救 助 1001 人
次，护送返乡 87 人次，医
疗救助 66 人次，街面巡查
出动 2213 人次，街面巡查
出动 579车次，街面巡查救
助513人次，发放物资1339
件。在行动期间，我市没有
出现流浪乞讨人员冻死、饿
死现象。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有了‘爱心银行卡’，会激
发和引领更多的人参与社会
志愿服务。”3月 16日，临
颍县志愿者高大治领到了

“爱心银行卡”后说。据了
解，当天共有 12 名志愿者
领到了首批与临颍县北徐孝
养 院 合 作 的 “ 爱 心 银 行
卡”，这 12名志愿者累计服
务时间均超过10天。

临颍县北徐孝养院是一
家社会福利养老机构，为了
和志愿者一起做好老人志愿
服务工作，该院特别提出与
临颍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同
进行“爱心银行卡”项目的合
作，孝养院会结合自身特色

为志愿者提供等价回馈。
临颍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会长谷钶新告诉记者，志愿
者“爱心银行卡”是爱心付
出的一种记录形式。无论是
通过青年志愿者协会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还是奉献爱心
帮助他人，都能获得一张

“爱心银行卡”。这些卡片将
记录志愿者的公益路程，让
志愿者的爱心付出得到认可
和回报。

据了解，临颍县青年志
愿者协会下一步将与更多的
社会资源结合，更好地为志
愿者服务提供保障，让志愿
者付出的同时，也能享受到
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源。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实
习生 李 潘）3月18日，2018
年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女子组
第一阶段（河南漯河赛区）的
比赛在漯河体育馆拉开战
幕，9支队伍共130多名运动
员将展开为期 7 天的对决。
记者了解到，东道主河南青
年队中有 4名漯河输送的运
动员，在当天上午进行的比
赛中，3名漯河姑娘梁炜、胡
钰琪、周凡荻首发上场。

当天上午 10 点，河南
队与江苏队之间的比赛正式
开 打 ， 漯 河 姑 娘 11 号 梁
炜、12号胡钰琪和 14号周
凡荻首发上场。不过面对人
高马大的江苏队，河南姑娘

并不占太多优势，最终河南
青 年 队 以 28 比 61 不 敌 对
手。不过当天下午在主馆进
行的一场比赛中，河南队以
68比 48战胜黑龙江，取得
了首胜。

赛后，漯河体校女篮教
练魏九洲告诉记者，河南青
年女篮实力还不错，在十三
届全运会中取得了四强席
位。目前的青年女篮，不少
队员都是新人，缺乏经验处
于锻炼队伍的阶段。

魏九洲说，此次入选河
南青年女篮的四位漯河籍选
手，都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相信未来会为河南女篮的雄
起发挥核心作用。

爱心人士送戏曲到老年公寓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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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银行卡”
让志愿服务得到回报

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女子组第一阶段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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