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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真是过瘾，没想到今天
来了这么多戏曲名家。”5月23
日下午，源汇区干河陈村河上
街戏台格外热闹，河南省戏剧
家协会文艺志愿慰问演出在此
举行。志愿服务队的艺术家们
逐一登台，为观众们带来了精
彩纷呈的戏剧大餐。

下午 3点半，记者在现场
看到，虽然距离活动开始还有
半个小时，已有不少市民带着
小板凳，或带着遮阳帽或打着
遮阳伞，聚集在戏台前，焦急
地等待着演出开始。

“我是听俺闺女说今天这

儿有戏，还都是名角，专门从
沙北坐车过来的，来得比较
早，还找了个凳子坐。”82岁
的王环高兴地说。

俗话说，无丑不成戏，一
开场，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杨
帅学便给大家带来了诙谐幽默
的表演。

随后，著名豫剧表演艺术
家金不换登台表演。“老少爷
们，你们好啊。”刚一上场，
他便用大家熟悉的腔调跟大家
问好，逗得现场观众哈哈大
笑。他唱了经典曲目《七品芝
麻官》选段，观众们听得如痴
如醉。一曲结束，观众集体叫
好，表示希望再来一段。在大
家的挽留下，金不换又为大家

表演了“锣鼓喧天”唱段和
“小喜鹊”唱段。

豫剧 《穆桂英挂帅》 选
段、《大祭庄》 选段“婆母娘
且息怒”、《小二黑结婚》 选
段、《朝阳沟》 选段“为改变
穷山沟咱各显本领”、曲剧

《徐策跑城》《李豁子离婚》、
戏歌《河南人爱哼梆子腔》等
一幕幕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戏
曲名家的精彩表演打动观众，
现场气氛热烈，掌声欢笑声不
断。观众中有不少老年戏迷，
对于这些曲目耳熟能详，手在
膝盖上不自觉地打着节拍。

国家一级琴师、著名曲胡
演奏家张付中带来的曲胡独奏

《大起板》，让现场戏迷们感受
曲胡的独特魅力，热烈的掌
声、喝彩声充斥全场。

“闺女，你在哪儿……我
的宝贝闺女……”梨园春金牌
擂主张晓英和搭档为大家带来
的戏剧小品 《桑林收子》，将
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有趣的
剧情，幽默的台词，深深吸引
着台下观众，不时爆发出阵阵
笑声。

一名现场观众告诉记者：
“虽然今天我是站着看完的，
但能见到这些在电视上才能看
到的艺术家，过足了戏瘾了，
值了。刚才有个艺术家还带病
演出，真是敬业。希望能多举
办点这样的活动。”

我家门前唱大戏

本报讯（记者 陶小敏 张
玲玲）发放宣传册和书籍、讲
解历史文化故事、现场鉴定文
物……5月 23日上午，在市区
黄河广场，郾城区博物馆的工
作人员向附近居民详细介绍了
郾城历史文化及馆内收藏物
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5月 23日上午 9点半，在
黄河广场南面，郾城区博物馆
的展台刚布置好，就有路过居
民围上来。工作人员则一边发
放宣传册，一边向大家介绍：

“说起咱郾城的历史文物，大
家都知道多少呢？除了镇河铁
牛、许南阁寺、彼岸寺还有哪
些呢？”

“原来咱郾城还有这么多
历史故事，身边就有千古名寺
——彼岸寺，我竟然都不知
道，得当我得去参观参观。”
市民董女士听完工作人员的介
绍后，颇有感慨地说，了解家
乡文化才能更好地将家乡介绍
给外地来的朋友。

在现场，郾城区博物馆还
设置了“文物鉴定”平台，邀
请文物专家免费为市民鉴定文
物。

“这是家里祖传的文物，
但一直不知道是啥，你帮忙鉴
定一下吧。”市民李大爷从包
中掏出一个用报纸包裹着的

“宝贝”，请专家帮忙鉴定，这

一下吸引了众多围观者。“这
是一个三足陶鼎，属于明器，
也就是陪葬品，不能作为使用
器物。你看，这三个破损处，
本来有三个把手，但都已经掉
了。”文物专家经过一番认真
鉴定后说。

据了解，今年 5月 18日是
第 42个国际博物馆日。“由于
天气原因，此次活动推迟到今
天举办。”郾城区博物馆负责
人张二华说，通过举办活动，
可以让百姓更直观地了解郾城
历史文化，增强百姓爱漯河、
爱家乡的情怀，同时普及百姓
的鉴赏能力，提高文物保护意
识。

□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实习生 李博昊

“大叔，您的收音机修好
了，不是啥大毛病就不要钱
了。”5月 23日上午 10时许，
市区汉江路西段蔬菜批发市
场附近一家电维修店，朱保
明把修好的小收音机放进董
老 先 生 手 中 ， 并 把 他 送 出
门。董老先生感激地说：“找
了 两 个 修 理 店 ， 他 们 都 不
修，你不但修好还不要钱，
太感谢你了！”56 岁的朱保
明，进入家电维修行业已整
整 34年。他用过硬的技术和
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为自
己打拼出了一片天地。

好手艺+好人品
赢得顾客赞誉

万用表、电烙铁、螺丝
刀、镊子……只见店铺里面
摆着各种维修工具，还有电
视机、电冰箱、空调和洗衣
机等一些已修好和等待修理
的家用电器。“这些东西都是
这三两天时间送过来的，我
一个人感觉都忙不过来。”朱
保明一边摆弄一台液晶电视
机的主板，一边对记者说。

“天天这么多活儿，你感
觉累不？”记者问道。“怎么
会不累？可是我就是对修家
电 有 兴 趣 ， 从 来 没 有 厌 烦
过，否则也不会干 34年了。”
朱保明笑着对记者说。他熟
练运用维修工具检测着电视
机，身上那种专注和热情劲
儿很是感染人。

“朱师傅，俺家的电冰箱
坏 了 ， 啥 时 候 给 你 送 过 来
修？”一位中年妇女来到店里
对朱保明说。朱保明笑脸相
迎道：“啥时候都行，要是家
离这儿近我上门看看也行。”

当 天 上 午 ， 记 者 采 访
中，来取家电和送维修的人
来 来 往 往 ， 朱 保 明 笑 脸 相
迎，不时和他们拉拉家常。

一 位 来 修 空 调 的 大 妈
说，保明技术好，服务态度
也好，还收费低，口碑很好。

爱好+坚守
成就美好生活

朱保明始终如一的坚守
家电修理，缘于他从小的热
爱。“上初中时，家里有一台
收音机，我很好奇它能‘说
话’，从那时起开始琢磨这些
东西。”朱保明说，初中毕业
后，在父母的支持下，1984
年他第一次一个人坐汽车出
远门，到郑州学习家电修理。

在学校，朱保明如饥似
渴地学习，书籍随身携带，
操作时比多练几遍。五个月
后，朱保明熟练掌握了收音
机、盒式录音机、钟表、黑
白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等
家用电器的维修技术，并以
优异的成绩拿到了结业证书。

回家后，朱保明先在市
区一家物资供应站维修部工
作，后来又到郾城一家电售
后服务部工作。2003 年，朱
保明决定自己开店。凭借过
硬的技术，坚持诚实守信、
童叟无欺的经营原则，很快
附近的群众都愿意把家电送
到朱保明的店里维修。一传
十，十传百。凭借一手修电
器的好手艺和真诚的服务，
朱保明赢得了一方顾客的赞
誉，许多新客户不断慕名前
来。“我在这儿一个地方开店
15 年，连附近乡镇的人都来
找我修家电。”朱保明说。

黑白电视、彩色电视、
液晶电视……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家电更新换代速度
越来越快。修理中，朱保明
接 触 到 的 新 问 题 也 越 来 越
多。闲暇时，他不忘给自己

“充电”。对于高科技换代型
家电产品，他很快就掌握到
线路构造的不同之处，修起
来也是得心应手。

从维修家电中，朱保明
感受到科技的进步和人民生
活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今，
朱保明和妻子都忙着自己的
事业，儿女也都大学毕业，
一家人生活得幸福圆满。

专家现场鉴宝 市民纷纷点赞

给家电“看病”34年
他用坚守换来幸福

5月23日是第5个“中
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市
沙澧诗词协会、书法家协会
志愿者来到源汇区顺河街街
道泰中社区，开展文化艺术
进基层活动。他们为社区居
民赠送文学书刊，现场挥毫
泼墨送给社区居民。

本报记者 李慧宇 摄

朱保明正在维修家电朱保明正在维修家电。。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金不换登台表演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金不换登台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