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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今年 55 岁的柯保林是一家
农村照相馆的老板兼摄影师，在
当地群众眼里，他还是一名“农
民画家”。几十年来，他痴迷绘
画，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也未
放下画笔。他靠自己的努力，自
学成才，画的山水风景、人物素
描等，看过的人都赞叹不已。

因为热爱 自学画画

2018 年 12 月 27 日，在临颍
县王孟镇柯保林开的一家照相
馆里，地上支着一个画板，一
旁放着颜料，柯保林正在临摹
一幅毛主席画像。这个照相馆
里的一间小屋就是柯保林的画
室，里面堆着画笔、纸张和各
色 颜 料 。 一 幅 幅 画 作 挂 在 墙
上，人物肖像、山水风景等，
几乎挂满了四周墙壁。

柯保林是临颍县王孟镇人，
说起自己的绘画梦，柯保林说，
他家里兄弟5人，小时候因为家
里穷困，买不起画画用的纸和画
笔，更不用说去进行专业学习
了。但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在街
上看到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就
拿个树枝在地上画出来，身边的

人看到了都夸他画得好。后来，
他上了小学，有了铅笔和作业
本，就开始用铅笔画画。他喜欢
画课本上的插图，画飞机、楼房
等。就这样，他用铅笔画着他喜
欢的一切事物。

“我从十来岁开始，天天都
要画画。我小时候画画其实家里
人并不支持，因为家里穷，我却
把纸和笔都用来画画了，而且经
常晚上偷偷点着煤油灯画画，家
人觉得浪费。”柯保林说，初中
没毕业他就退学了，但他并没有
放弃追逐绘画艺术的梦想。

不断学习 开阔眼界

退学后，柯保林回到家里务
农，只要一有时间，就自学画
画。几年来，柯保林沉醉于绘画
世界中，孜孜以求，白天干农
活，晚上边学边画。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
柯保林回忆说，1984 年，在家
务农的他听说临颍县文化馆办了
一个绘画方面的学习班，就赶紧
去报了名。当时他画了一幅人物
画，之后被选中到学习班学习，
主要学的是静物素描。1984 年
年底，沈阳接兵团到临颍县接
兵，他们想要一名会画画的人到
部队去，就到临颍县文化馆寻
人。当时县文化馆学习班有十几

名学员，柯保林被选中了。那
年，柯保林成了一名军人，跟着
部队去了大连，在部队的宣传部
门负责照相、放电影及一些绘画
相关的工作。

“大连非常漂亮，建筑很有
特色，只要有机会出去，我就会
到 街 上 画 房 子 ， 给 当 地 人 画
像。”柯保林说，后来，他被选
派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了3个月
的油画。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油
画，不仅学了很多绘画技巧，也
开阔了眼界。但因为学习时间比
较短，他只学了色彩调配等比较
基础的东西。从那以后，他喜欢
上了油画创作。

坚持作画 乐此不疲

1989 年，柯保林退伍返乡
后，利用自己在部队学到的照相
技术，在王孟镇开了一家照相
馆，主要给周边群众拍摄证件
照、婚纱照、宝宝成长照等。近
30 年来，他在给人照相的同
时，从来没有放弃画画，业余时
间不断地练习国画、油画、素
描。看过柯保林画作的人都会伸
出大拇指，夸赞他的画作细腻、
大气、逼真。最近五年，他画了
五六十幅油画，有的送人了，有
的被送到外地展览，有的则被人
高价买走。

“柯老师平时忙，经常晚上
画画，他画技高超，临摹的各类
作品非常逼真。我特别佩服他这
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和坚持追
求梦想的精神。”在王孟镇工作
的张付庆说。

创作一幅油画大概得需要十
来天，柯保林白天忙，一般都是
晚上画，经常为完善一个细节，
揣摩到夜里一两点。画画不仅费
时费力，还费钱，可他却乐此不
疲。“画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
部分了，不管多累，遇到啥难
事，只要拿起画笔，就忘了所有
烦恼。”柯保林说，一天不画，
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只要还能动
手，他会一直画下去。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因手机屏幕摔碎，市民
余女士将自己的旧手机卖给
了一个回收二手手机的人，
没想到，麻烦的事接踵而
至。不仅她的微信、网银账
户被人冒名登录，亲戚朋友
还陆续收到了诈骗信息。其
中两名亲友上当，共被骗了
2000多元。

卖手机引来糟心事

2018 年 11 月，家住市
区交通路一小区的余女士的
智能手机不慎被摔，屏幕粉
碎，无法继续使用，她只好
买了一部新手机，并将旧手
机以 100 元的价格卖了出
去。“因为当时手机屏幕摔
得粉碎，根本无法使用，所
以手机里存储的信息没办法
删除。我想着手机反正不能
用了，里面的信息应该也找
不到了，就把它卖了。”余
女士说，没想到，竟然惹来
了一系列麻烦。

大概半个月后，余女士
在凌晨 3 点收到一条短信，
说有人在尝试登录她的微
信，当时她睡得迷迷糊糊，
看了一眼就没太在意。“三
天后，我一个朋友说，有人
给她打电话说我在九寨沟旅
游，钱包丢了，急需 1000
块钱的路费回家。当时，我
朋友要求跟我通话，对方以
手机没电为由挂断了。朋友
留了个心眼，所以没有被
骗。”余女士说，本想着是
偶然事件，谁知道两天后，
她的表弟给她打电话，原来
他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她
表弟才 16 岁，没有生活经
验，一听说她遇到了困难，
就把自己仅有的500块生活
费转给了对方。

后来，余女士发现很多
亲戚朋友都曾接到过电话。
有的说她借的贷款到期了还

不上，让帮忙还钱；有的说
她去旅游钱包丢了，需要路
费回家。后来，她又收到短
信提醒，说她的网银登录密
码连续输入错误三次，被锁
定，吓得她赶紧到银行进行
处理。

“后来得知，一个朋友为
我还了 1700 元的‘贷款’。”
余女士说，她卖掉的旧手
机，一部分电话号码存在手
机上，一部分存到了SIM卡
里。她大概梳理了一下，收
到诈骗电话的都是她存在手
机里的联系人，所以她认
为，应该是她卖掉的旧手机
泄露了自己的信息，导致亲
友们陆续接到诈骗电话。

要谨防信息泄露

“当时，手机屏幕已经
摔碎了，想着肯定用不成
了，所以没考虑那么多就把
它卖了，谁知道会遇到这么
多糟心事。”余女士说，她
想用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
一定要谨慎处理自己的旧手
机，不要随便卖掉。

随着智能手机更新速度
加快，很多人家里都有闲置
的旧手机。当旧手机不用
了，里面存储的信息该怎么
安全处置呢？

市区一家手机维修店的
维修师傅告诉记者，为防信
息泄露，最好的办法就是把
旧手机放在家里。像余女士
这种情况，手机屏幕摔烂
了，只要换一下屏幕就能正
常使用，里面的信息还在，
很容易就能被人利用。即便
是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利
用一些数据恢复软件也可以
找回一部分数据。所以，想
要避免信息泄露，最好不要
随意出售自己的旧手机。同
时，在手机里保存联系人信
息时，最好不要暴露自己与
联系人的关系，尽量保存名
字，越模糊越好，以免手机
丢失或者出售后，个人信息
遭泄露。

开照相馆的柯保林

拿起画笔 就忘了所有烦恼

□本报记者 张玲玲

2018 年 12 月 31 日，网友
“Olivia”在朋友圈发消息称：“新
的一年，把开心幸福请进家！”
下面附着一段视频，视频中几位
女士手持话筒在深情演唱。

2018年12月31日，看到消息
后，记者联系到了网友“Oliv-
ia”了解情况。据她介绍，她家
在郾城区城关镇姜庄村。“12月
31 日是 2018 年的最后一天，刚

好是爸爸的生日，我们就想弄得
热闹些，既欢送 2018 年，又迎
接 2019 年 ， 同 时 也 给 爸 爸 祝
寿。”网友“Olivia”说，她的姐
姐在我市一家剧团工作，她们的
想法得到了姐姐几位同事的支
持。当天上午9点左右，大家找
来一块红色地毯铺在大门口的空
地上，把音响拉出来，简易的舞
台就算搭成了。

虽然舞台条件简陋，但这
丝毫不影响大家表演的热情。
豫 剧 、 歌 曲 …… 大 家 轮 流 上
台，每个人都唱得很卖力，吸
引 了 不 少 邻 居 前 来 围 观 或 助

唱。“几位亲戚和邻居也喜欢戏
曲，主动要求上台演唱，连唱
了 几 首 ， 直 呼 过 瘾 。” 网 友

“Olivia”说，还有不少人则搬
来了椅子，坐在一旁听戏，“演
唱的戏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选段，大家都能跟着哼唱，气
氛很活跃。”

网友“Olivia”告诉记者，
中午吃过饭后，大家又继续欢
唱，直到下午 5 点左右天擦黑，
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收起音响和地
毯。“唱得真开心，希望大家在
新年里都过得幸福、开心。”网
友“Olivia”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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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保林在画室创作柯保林在画室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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