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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爷爷病逝，我急忙回家奔丧。

前好多天，他不停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一味地重复，我以为是父母换

了片山地劳作，院子里空他一人，他思念过度

遂喋喋不休地发问。现在想来，这该是发病的

前兆。

我许诺他放长假会回去，而后他又打来电

话问，还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五一假短，想等

到运动会一周回去，可他在 5 月 7 日那天就先

走了，我自己错过了五一回家的机会，而运动

会还没到，后来运动会也就不重要了。

回家，母亲说爷爷也打电话问她我什么时

候回来，母亲回家后，爷爷也没有再提起，大家

以为他没事。只是父母离家之时，他腿脚不便，

可非要跟着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哪里劳作，非要

这样才安心。山路崎岖颠簸，87 岁的身体怎么

受得。他是想送送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

思念的时候好有方向，我也是后来才懂得。

小学的时候一直在乡里读书，由爷爷放假

接送，他宽阔的脊背，一直是我的依靠，我知道他

会接完弟弟再接我，我们挤在爷爷的电动车后

面，放假能回家的喜悦全在电动车上。

也有寒暑假等待爸爸的日子，他来得格外

的迟，我在锁了的大门外，旁边堆着东西，不停

地等待。每多一秒的等待，就会让心中的惶恐

不安更甚，着急地踱步和数路边究竟有多少棵

树来缓解焦虑。比起空无一人的等待，我更害怕

目睹一个又一个小朋友被父母接走，而我还在

原地的局促和尴尬。父亲终究会来，虽然我也做

过请求别人把我捎回家的举动。

所以爷爷的准时于我而言，有莫大的意

义，不必惊慌和不必等待的笃定的安全感，对一

个孩子来说，异常重要。有人说爷爷接我是应

该，可对一个孩子来说，从不论应不应该，而是

爱不爱我。爷爷就这样一直是我小学回家上学

的“路程保护使”。我也从不曾怪罪父母亲，我

明白生活的艰辛已吸引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

让孩子等待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我全部理解，

但那时仍然害怕，情绪和内心的敏感总要先理

智一步。

初中才需要坐公交车进城读书了，每次放

假，除了母亲给的零用钱以外，爷爷总是会给十

块钱是来回的路费，因为零用钱实在不多，连假

惺惺地推辞也没有就握在了手里。着急怕错过

公交车就匆匆地在路边等，家在半坡上又是个

转弯的地方，总是会往前走到平坦的地方等车，

我头也不回的奔着前路去了。爷爷每次都拄着

拐杖，下坡来到石墩上坐着送我，确切的说是目

送我远去。有时候我坐上车，路过家门口的时候

会看见他还在半坡上，没有走下来，胖胖的身

子，依偎着那根拐杖，看着公车过去。像千年不

动的雕塑般厚实地砸在我心里。只是那时永远

不会想那么多，只觉得平常，只觉得本就如此。

高中还是在城里，只是那个石墩被邻居二

大爷建了面墙，爷爷只好骑着电动车下坡来到

我等车的地方和妈妈一起送我，爷爷还是照给

来回的路费。

上大学，他问路费多少，每次我都如实说，

比起以前高了不少，他也会照给，我接了。不是

如以前那般缺钱的想要，而是渐渐的明白了这

份心意。节假日他打电话来说想让我回家，给我

报路费，算了算来回要 300 块，对他是一个月的

饭钱。不愿意他给，也不愿意舟车劳顿，就很少

回家。

今天，我回家奔丧，无人问我路费多少。往

后的节假日，也再无人频频打电话问我归期。当

我坐上到回乡公车时，切切实实的心痛，再也不

会有人给你单独的路费，再没有人以这种方式

关心你的路途平安，生活艰难。

我确不是今天回家奔丧，爷爷也不是昨天

去的。只是今天我才长大，今天才痛哭流涕地明

白那良苦用心。

董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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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双沟村，位于沁县城南 8 公里处，东临 208 国道，漳河水村前而过，环境

宜人、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民风淳朴。全村共有 114 户 298 人，支村“两委”班

子 6 人，党员 23 人。主导产业以传统种养殖业为主，2019 年全村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4700 元。

近年来，段柳乡双沟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先试先行探路新时代乡村“新治理”，在战略布局上“大、远、新”，在落地实践

中“精、准、实”，坚持党建引领，一手抓乡村治理，一手抓乡风文明，力促“三

治”融合，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好民风带动好村风，打造出“和善乡村”

新样板。

高昂党建龙头袁全力打造新时代乡村善治
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党建引领力推“三治融合”，提升治理水平。

一是发挥党支部关键作用，全面依托党支部凝聚群众，党建核心引领乡村自

治。成立“五老”协会，量身定做“五员五单”工作模式：当好宣传员、报幸福账

单，当好调解员、减信访存单，当好推销员、拉产业订单，当好联络员、问民生

菜单，当好监督员、查工作清单，让驻村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医生、老

专家发挥余热搭建干群“连心桥”；发掘乡土人才，让致富能人、技术专家走上

前台、传授经验、规划发展、评议工作，群策群力铺开群众“致富路”。二是发

挥党支部关键作用，全面依托党支部铺开网格，党建核心引领乡村善治。双沟

村划分两个综治网格片区，第一网格长由支部书记赵海豹担任，第二网格长

由村委主任刘兆荣担任，全面实现自我教育靠网格、便民服务靠网格、村级管

理靠网格、模范带头靠网格，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奠定基础。三是发挥党

支部关键作用，全面依托党支部铸就“村魂”，党建核心引领乡村德治。双沟村

全面推进乡村治理先进村创建，晒家风议家训，形成“一约四会”“一墙六

榜”，上墙宣传让群众广泛知晓，树立善治道德榜样，铸就乡土善治灵魂。

践行野枫桥经验冶袁全力保障新时代乡村平安
乡村平安建设关系乡村振兴成败。双沟村积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坚持

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依法治村，不断提

高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加强和创新群众工作，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经

济发展，为双沟村全面实现小康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以情感人。支村

两委干部在工作中，做到了用真情融入，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深

入田间地头，挨家挨户地了解群众所需、所求、所急，对群众生产生活遇到的

困难，带着深厚的感情，千万百计地去帮助解决。开展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掌握群众的需求，细化服务措施，实现在

服务中密切联系群众，温暖凝聚民心。以理服人。在处理群众各类诉求和矛盾

纠纷时，晓之以理，注重发动和依靠本村老干部、老党员、群众等力量，帮助调

解纠纷，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确保矛盾不上交，及时就地解决。认真落实党

务、村务公开工作，对群众普遍关注的低保申请、财务收支、补偿款发放等热

点、敏感问题，要用公开栏、广播、短信等多种形式广泛进行宣传，真正让群众

更多了解情况，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依

法治村。村两委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做好党务、村务工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法制观念，引导教育群

众通过合法、理性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

依托民调组织，全力促进新时代乡村和谐
双沟村创新矛盾化解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纠纷、促

进基层和谐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一是设立人民调解室。运用“家族亲情、

教师恩情、朋友感情”相结合的“三情调解法”有效化解村内矛盾，说服教育纠

纷双方，在依法调解基础上，使当事人平息事端、握手言和、公正处置。在家族

亲情上依靠调解员长者尊严，在教师恩情上运用调解员言语分量，在朋友感

情上发挥调解员朋友情谊，达到调解目的。二是用好典故调解法。农村纠纷矛

盾多由土地纠纷引起，调解员注重从中华民族传统典故“六尺巷”中汲取营

养，运用德治力量，强化对矛盾双方的道德引导，用以和为贵的理念感化人，

达到调解纠纷的目的。

双沟村通过长期摸索坚持，走出了一条适合本村实际的工作路线，坚持

党建引领，践行“枫桥经验”，依托民调组织防患未然，调处矛盾，解决问题，

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为双沟村经济社会发展

和淳朴村风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傲宇

段柳乡双沟村：“和善乡村”新样板

石耀武，任多届市县人大代表，现为长治市第十

四届人大代表。他先后荣获山西省劳动模范、当代潞商

称号，任山西省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山西小米”产业

联盟首届轮值主席。作为市人大代表，他尽心尽责履

职，作为沁州黄集团董事长，他一心壮大产业。

情结名米 扛起大旗
今年是石耀武到沁州黄公司第 20 个年头，也是成

为市人大代表的第 20 个年头。从跨进沁州黄公司大门

的一刻起，就与沁州黄结下了不解之缘。沁州黄前所未

有的壮大和辉煌，成就了石耀武人生的理想和价值。

石耀武还在县人大工作时，就听过关于沁州黄小

米开发的报告，心里觉得沁州黄确实是沁县至宝，应该

予以壮大，并成为强县富民的支柱产业。调任乡长、乡

镇党委书记等职务期间，他多年经营乡办企业，积累了

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2000 年 3 月，时任沁县羊庄乡

党委书记的他被县委、县政府调任沁州黄开发服务中

心主任，担当起了历史名米的保护和开发重任。此时的

沁州黄服务中心由于管理不善、经营不到位等原因，截

止 1999 年底负债 806 万元。

“我就不信历史悠久的沁州黄会如此倒下？我就

不信扭转不了这亏损的局面”。他经过认真调研分析，

果断决定从企业改制入手，发动全体职工集资入股，实

行股份制改革，服务中心从国有变为民营，成立了山西

沁州黄有限责任公司。2002 年又通过增资扩股、制定

章程、注册登记等一系列法定程序，组建集团成为山西

沁州黄小米（集团）有限公司。同时，调整发展战略，抓

科研、建基地、拓市场、塑品牌，并亲自确立了“诚信经

营、追求卓越、创造财富、奉献社会”的

企业经营理念。从此，石耀武带领公司

员工迈开了振兴名米产业、打造中国第

一品牌的创业之路。短短几年，沁州黄

集团从一个门市部发展成为省级农业

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山西省扶贫

龙头企业，“山西小米”产业联盟常务理

事单位，全国谷子标准化建设和中国好

粮油建设实施单位，他本人先后荣获中

华农业科技奖、山西省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优秀共产党员、山西省优秀民营科技

企业家、长治市优秀共产党员、长治市

经济人物。

情融谷农 谷歌富民
沁州黄小米产业扎根在农村，联结着千家万户。

石耀武是沁县代表人物的翘楚。他与沁州黄连着万户

农民的利和心。为了夯实产业基础，让更多的农民随

着沁州黄产业的发展而走向富裕之路，沁州黄集团发

展谷子基地 60000 亩，带动 16000 余户种植农户增收

致富。沁州牌沁州黄小米先后被评为山西省名牌产

品、中国名牌农产品、中国优质产品、生态原产地保护

产品、中国好粮油产品；“沁州”注册商标被评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特别是以沁州牌沁州黄小米为主要原

料的高科技深加工产品———谷之爱营养小米粉系列

产品作为中国小米米粉第一品牌，于 2011 年成功推向

全国市场后，引领全国的小米产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发展领域。多年来他不断探索基地模式，构建基地生

产管理新体制。2018 年，从“公司 + 基地 + 农户 + 标准

化 + 品牌”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向“公司 + 合作社 + 种

植大户”的新型联合体运营模式转变，组建成立了“沁

州黄集团小米产业联合体”，实现了产业链之间的优

势互补和利益融合。同时，对沁县贫困种谷农户实行

免费运送谷种、谷子专用肥；免费提供谷子农机具；免

费喷施硒肥；免费上门收购；免费提供技术支持的“五

免费”服务政策，产量品质逐年提升，为谷之爱营养小

米粉系列产品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增加了谷农收入，

壮大了企业实力。

沁 州 黄 集 团 最 大 的 光 彩 事 业 就 是 带 动 全 县

16000 多农户种植沁州黄增收致富，就是先后带动

7000 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在 2016 年，为了保护谷农

的利益，公司按高于市场价 20%的价格与农民签订种收

合同，并严格按合同收购兑现，比市场每公斤高出 1 元，

共收购 8550 吨，多付出 855 万元。2017 年、2018 年公司

仍按高于市场价 15%的价格与农民签订种收合同，并严

格按合同收购兑现。老百姓感动地说：沁州黄小米集团

为咱农民吐出了真红血。2019 年，又以高于市场 8%的谷

子收购价格再与种谷农户签订收购合同。

情注米质 匡正品牌
振兴沁州黄产业，强县富民，为全国消费者提供健康

食品，带领更多农民增收致富创造美好生活，助力民族复

兴伟大使命！这是石耀武的初心。多少年来，他始终不渝坚

持初心，持续以传承和创新为主题，只种好小米，把沁州黄

小米做成了中国驰名品牌，产品遍布全国，沁州黄产业成

为沁县乃至带动周边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石耀武今年已经 63 岁了，虽然早过了退休年龄，

但他依然激情澎湃，斗志昂扬奋斗在沁州黄小米事业

中！面对沁州黄品牌混乱，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横行，严

重影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的境况。石耀武积极建言献

策，向省市县政府、人大提出建议和议案，呼吁维护著名

小米品牌形象，营造风清正气的良好营商环境，动员农

业、粮食、司法、市场等有关部门统一认识，保护驰名品

牌，联手执法，以更强有力的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侵权行

为，形成长效机制，促进我省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开新局。

并对畜禽养殖未经处理的粪污对农田的污染提出建议。

推动了省、市、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大沁州黄品牌保护

力度，成立小米产业协会予以保护。并对沁县畜禽养殖

厂的粪污处理由原计划分东南西北四处建设处理厂集

中处理，变更为就畜禽养殖厂邻近择地建厂予以处理，

避免了路途拉运带来的污染。

沁州黄产业未来走向如何？他表示说：多年来我们用

心打造了一支忠诚敬业、锐意进取、能征善战的员工团队，

只要坚守党的信念，继承和发扬沁州黄人的光荣传统，以

求真务实的态度，全力推动沁州黄小米产业转型跨越高质

量发展，“米通天下”不是梦，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为

更多的消费者提供健康食品前景可期。

卫志慧 陈铭峰 闫正英

情满沁州黄
———记长治市人大代表、沁州黄小米集团董事长石耀武

我家祖上没有一个读书识字之人。

所谓家规家训也找不到什么文字载记。自

小父亲去世的早，我是在母亲的呵护和行

为影响下长大。

母亲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于沁

县漳源镇南峪村。从小家境贫寒，打造了

她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坚强不屈

的性格。父母亲生活在战乱年

代，晋绥军、日本鬼子经常来

要粮要款，尽管两人早起晚睡

拼命干，可还是吃了上顿没下

顿，日子过的很艰难。直到共

产党来了，实行了土地改革，

父母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再加上父亲老实本分，肯下力

气，种庄稼又是一把好手，生

活才一天天好起来。解放后实

行农业合作化，当时我们家已

是村里的富户，是入社时投入

最大的户，父亲并被选为副社

长。谁知，好景不长，人民公社

化的当年冬天，父亲在去襄垣

县 给 公 共 食 堂 拉 煤 回 来 的 路

上，得了夹气伤寒，回家没几

天 就 过 世 了。 家 里 没 了 顶 梁

柱，丢下我们孤儿寡母，还有

近八十岁的奶奶。迫于生计，

母亲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苦

苦支撑这个破碎的家。在我的

记忆中，从来没见过母亲什么

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她

是全家的依靠，白天下地劳动

晚上也不闲着，担水、碾米、碾

面 …… 我 在 土 炕 上 已 进 入 梦

乡 ， 可 母 亲 还 在 煤 油 灯 下 搓

绳、纳鞋底、缝补衣裳……早

晨，她一边做饭还要一边做针

线活。吃完饭，又急急忙忙去

生产队参加劳动，好不容易大

伙熬到队长喊：“歇歇哇！”时，

她却不闲着，又去挖野菜，拾

柴火，为此她没有少受队长的

批评。可为了生活，她总是乐

呵呵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等到收工回

家，中午锅里的菜、灶里的柴就都有了。母

亲就是这样在艰辛中日复一日，苦苦煎

熬，走完了她凄苦的一生。

母亲是千万个普通母亲中的一员，

她尝尽人间辛酸，但她用坚强和忍耐，承

受了世间的困苦和委曲。记忆中，她从来

不在人前流露一丝抱怨……。

小时候全家围在一起吃饭，大人不

动筷子，小孩子就不准吃，最好的饭菜必

须摆在长辈（奶奶）面前，这 是家 里的 规

矩。如果我不小心掉下一粒米一口菜，或

用筷子在盘碗中翻寻我自己喜

欢吃的菜，母亲就会说我“没

规矩”。长大后，才明白了养成

良好家教的意义。

这种看似苛刻无情的家

教观，深深地植入我的脑海，

以至于影响着我的一生，也是

我人格塑造的基因。它，无声

的教育，无字无谱，一直伴随

着我面对生活中的纷纷扰扰，

点点滴滴。

母亲生前乐于帮助别人，

这在村子里是很有名的，经常

挂在她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

“远亲不如近邻”这是母亲永

远不变更的话。如今一些年龄

较 大 的 老 人 ， 只 要 一 提 到 母

亲，就 会 说：“你 娘真 是 大 好

人”。

母亲很勤快，大小活儿都

能干，当时就是生产队扇场，

手打扇车也能来两把。遇到谁

家有个大事小事，她都会去帮

忙，有时甚至放下自家事，连

着 几 天 帮 人 家 。 尤 其 每 年 腊

月，各家都准备过年蒸食的时

候 ，她 每 天 不 是 帮 这 家 捏 枣

山，就是帮那家捏抓钱，总是

忙得不亦乐乎。

人心换人心，母亲的善举

赢得人心，受到左邻右舍的称

颂。因此，每当我家遇事的时

候，也会有很多人来帮忙。

母亲亲历所为告诉我，善

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给别

人方便，自己也会方便。给别

人幸福，自己也是幸福的。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我生活

中，有形无形的榜样，她的善良、肯干，对

世事、人情的洞察，练达，总会自觉不自觉

地成为我人生行为的导向和模仿。

母亲是我人生的教科书，我敬佩我

的母亲！ 刘玉录

无
声
有
形
说

家
教

︱
︱︱
对
母
亲
形
象
的
追
忆

路 费

王国伟老师的自传《艺海春秋》即将付梓之际，我有幸拜读了这部作品的打印稿，

洋洋洒洒八万余言，字里行间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艺术生涯的回眸，有身世脉络，有乡

愁记忆，有从艺艰辛，有抒情励志，读来唯有坦然诚实，没有虚无造作，作品条理清晰，

层次分明，一个戏曲演员的人生旅途、奋进历程、朴实形象跃然纸上。正如原长治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霍升高在给王国伟的 《艺海春秋》序言中写到:“作者的自传是原生态之

作，梨园文化造就了他的人生品格，他用文字将从艺一生所见所闻记叙下来，陶冶了情

操，播种了志趣，优育了人生风采，闪烁着舞台文化的特有本分，他的演艺人生以品德

为先，演技为命，观众为根，创改为重，忠厚见气度，质朴见才智，《艺海春秋》记叙真实，

有很好的可读性、学习性、借鉴性……”我在读了《艺海春秋》后，也是受益匪浅，感同身

受。

王国伟，一个在沁县乃至上党地区家喻户晓的戏曲演员，他的表演天赋、艺术水

平和人格魅力令广大观众赞叹和崇拜。说句实在话，在读《艺海春秋》之前，我对王国伟

老师的了解不多，知道他，也是儿时从他表演的戏曲里塑造的人物形象，知道他是一名

上党梆子剧团好演员，名演员。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单调匮乏的年代，特别是在乡村

里，每年最红火最喜悦的日子除了逢年过

节，就是村里唱戏演电影了。记得那时，开

春以后，孩子们就像盼过年一样，扳起指头

盘算着哪个村快庙会唱戏了，下一个村是

哪个村，因为每逢附近村子里唱戏，学校会

放学生一两个半天假，让大家去赶会。孩子

们虽然看不懂戏，但还是很钦佩戏班里的

演员，有时总会跟在卸了妆的演员后面，看

着他们台上台下判若两人的模样，觉得唱

戏的演员真了不起。王国伟等耳熟能详的

名字就是孩提时代从当时漳河剧团的经典

剧目《远方归人》《珍珠衫传奇》里知道的，再到后来，看了电视剧《一门忠烈》，更对王国

伟肃然起敬，几年来，我的手机微信里一直收藏着上党梆子电视剧《一门忠烈》的微信

版，王国伟扮演的英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一个戏曲演员都是在这个过程里摸爬滚打

出来的，王国伟也不例外。是的，正如他所说，四十五年艺海生涯，可谓风雨兼程，一路

走来，有心酸，有泪水，但也有欢笑和自豪。心酸是失落过后的阵痛，泪水是苦累过后的

深思，欢笑是成功过后的喜悦，自豪是冷静过后的前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辛勤的付出换来丰收的回报，王国伟在艺术生涯中获得大小奖项 35 个，成为目

前为止沁县文艺界获得奖项最多者。他柜子里摆放的一摞摞荣誉证书和一个个奖章奖

杯，是他辛勤付出的见证。1983 年冬，他参加晋东南地区中青年演员评比，在《杀庙》中

扮演韩琪，他一改以前老艺人对人物的表面刻画，用演现代戏的角色分析法，赋予了韩

琪这个角色有血有肉的内心世界，受到了极大好评，由此，他获得了晋东南地区中青年

演员一等奖。1984 年，他主演的《远方归人》大获成功，获得晋东南地区文化振兴特等表

演艺术奖，并于该年度被评为沁县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1989 年，他被长治市劳动竞

赛委员会记一等功。2004 年，他编导主演的《导游大妈》获山西省文化厅二等奖，并在

央视《神州大舞台》栏目中获优胜奖。2007 年，《张果老游西山》获中国曲协二等奖。他

和县文联王泽宇主席联袂创作的剧本《一门忠烈》，获得了山西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

程奖，剧本搬上荧屏，他担任主演，获得了观众广泛赞誉，并在央视 11 频道播出……真

是荣誉等身，好评如潮。精彩的背后是泪水和汗水的交融，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和

不懈努力。

王国伟是原漳河剧团的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登了大半辈子台，演了大半辈子

戏，在艺术舞台上演绎着多彩的人生。王国伟戏演的好，人品更好。2015 年，花甲之年的

王国伟光荣退休，按说在文艺道路上拼搏奋斗了四十余年，忙忙碌碌大半生，也该坐享

清福了，但是他坐不下来，总觉得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去做，针对老家上村长寿人口多的

实际，他策划了上村首届长寿村孝道文化节，县委县政府授予上村“长寿上村”牌匾，他

的妻子也被评为孝老爱亲模范。

戏里的王国伟演啥像啥，演技娴熟，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

国伟是实实在在的好人，他走到那里都把好事做到哪里，从两个“干儿”的故事，就可以

知晓他做好人办好事的精神。有年春天，剧

团在新店镇古城村演出，一天上午十点多，

王国伟在往村支书家走的路上，途径生产

队喂牛场时，几个孩子把他围住，嚷着说：

“有人掉在井里了”，此时，村里的大人都在

地里劳作，王国伟跑到井边一看，只见井水

翻滚，他仗着年轻，又有点腿脚功夫，凭双

手抠着岩石攀到井下，用井绳把孩子系住

孩子的腰部，让上面的孩子把落井的孩子

吊了上去。孩子的父亲下地回来得知情况，

拿着花生，烟酒找到剧团，当面感谢王国

伟，他对王国伟说:“你救了我的儿子，我给你磕头，你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你就是孩

子的再生父母，让孩子认你当干爸哇”。这样，王国伟有了一个干儿子。又有一次，剧团

在南底水村唱戏时，一个年迈的大娘为救掉在厕所里的孙子，自己下去也上不来了，王

国伟得知后二话不说，不嫌脏臭，把两个人救了上来。孩子的父亲也提出要与他成干亲

家，这样，王国伟又有了一个干儿子，现在，每年过时兴八节，两个干儿都会来看望他。

退休后的王国伟不忘初心，继续在梨园的丛林中为沁县的文艺事业发挥余热，他

的艺术生涯中，体现了他人生中的酸甜苦辣，也收获了很多殊荣。是啊，没有德艺双馨，

哪有硕果累累？退休后，他拿起笔杆写起了个人自传体回忆录《艺海春秋》，作品从“孤

独的童年、我与舞台的初次接触、初涉曲艺收获颇丰、全家央视齐上阵、《一门忠烈》上

卫视、幸福晚年，获奖背后的故事”等多个篇章记叙了自己的成长足迹、戏曲人生、演艺

情怀，品读他的文章也像看他编导的剧目、饰演的角色，一场比一场扣人心弦，一篇比

一篇耐人寻味。为喜欢他的人、崇拜他的人更多的了解他提供了一份丰富的营养大餐，

更为他的后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劲 丰

戏里戏外皆人生
———王国伟《艺海春秋》读后感

深化平安沁县创建 筑牢和谐稳定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