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区

6月16日15:00-16:30
家电节能培训 凌云社区教育学校

6月17日9:00-10:30
夏季多吃四种养心蔬菜曙北社区教育学校

卫东区

6月21日9:30-11:00
合理膳食吃出健康 地质社区教育学校

湛河区

6月19日9:00-11:00
健康教育讲座 铁南社区教育学校

6月20日9:30-11:30
漫话端午节 工业社区学院阶梯教室

新城区

6月19日9：00-10:00
道德大讲堂 闫庄村社区教育学校

其他县（市）

6月18日15:00-17:00
端午节的来历 舞钢市瑞祥社区教育学校

6月20日9:00-11:00
夏季常见病预防 鲁山艺术社区学院

6月20日15:00-16:30
中招考前心理辅导宝丰二中社区教育会议室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12 岁的牛杨牧歌虽年龄尚
小，却已读过涉及文学、社会、历
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 3000 多
册，曾将自己的优秀作品结集自
费印制，免费赠送给同学们交流
学习。6月 14日下午，记者来到
郏县教师进修学校家属院牛杨
牧歌家里，感受了她浓郁的书香
之气。

小小“读书狂”

在郏县教师进修学校家属
院，有一个书香之家。主人牛红
垒、杨秋凤都是教师，他们的女
儿出生于2003年4月，取了一个
非常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牛杨
牧歌。牛杨牧歌在 1岁多时，就
抓着撕不烂的图画书看。爸爸
妈妈因势利导，给她讲解图画内
容，让她聆听文中故事。刚进幼
儿园，牛杨牧歌就缠着爸爸妈妈
给她订阅了《东方娃娃》、《幼儿
画报》来看，并坚持借阅绘本，这
一借就是3年。进入郏县西街学
校读小学后，牛杨牧歌开始独立
阅读。由于没钱买书，她就在爸
爸妈妈的陪同下去图书馆借书
看。平时，她每天都要去借6本
书看。假期里，她更是废寝忘食
地阅读，一天借10多本书。到了
小学三年级，牛杨牧歌的阅读对
象不再局限于一般书籍，开始大
量阅读天文、地理、历史、科技等
方面的书籍。她每天至少抽出
两个小时来读书。

牛杨牧歌家境一般，为了阅
读更多的书，她把节约下来的零
花钱和压岁钱都用来买书。为
了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她从不看
电视，即使春节，也只是看看春

节联欢晚会。节省下来的时间
她基本上都用到阅读上，天文、
地理、历史、小说、百科，中学的
物理和化学都有涉猎。她的爸
爸、妈妈也尽可能地压缩家庭开
支，把孩子读书放在家庭消费第
一位。正因如此，牛杨牧歌读的
书才越来越多。由于牛杨牧歌
是在书堆里泡大的，到现在她所
拥有的图书、杂志有2500多册，
加上3年的绘本借阅，她的阅读
量已超过了3000册。

去年，牛杨牧歌开始记账买
书，结果一个学年下来，竟然有
11000 多元用于买书。今年 2 月
到目前，她买书又花了 3000 多
元。“遇到有趣的书，我就反复
看，直到记住为止。”牛杨牧歌对
记者说。

梦，从读书开始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牛杨牧歌阅读了大量
书籍，也奠定了坚实的写作基
础。她从三年级开始习作记叙
文、散文、随笔。四年级时，她
开始写博客，并报名成为平顶

山晚报小记者，发表作文《神奇
的实验》。2013 年，《神奇的实
验》在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中
荣获银奖。同时，她创作了长
达 5 万字的幻想小说《森林传
奇》和《天使恶魔大PK》，成为名
副其实的校园小作家，她也被
评选为郏县中小学生十大学习
标兵之一。

2014年 10月，牛杨牧歌自费
印制作品集《梦，从这里开始》。
河南省作协会员郭旭峰为该书
作序：“牧歌的语言很有特点，干
净清新，没有赘述，直接带你进
入文字搭建的华美房舍。”“两部
大部头儿童小说更是思维开阔，
语言轻灵，人物神态、语气都把
握到位、贴切，给人印象深刻。
一路细读下去，把读者带进一个
奇妙无比的大森林，险象环生的
场景惊险而刺激，令人神往。”郭
旭峰如此评说，可见牛杨牧歌的
写作功底不一般。该集子收集
了牛杨牧歌在2012年7月到2014
年 10月之间的博客，分为精选作
品、我的师长、观察与实验、作业
作文、社会活动、我的伙伴、我的

动物和我的小说8个部分，她把
自己的作品集免费赠送给同学
们进行交流，共同分享阅读的成
果。

并不遥远的作家梦

牛杨牧歌在发奋读书的同
时，从不忘健身运动，滑冰、乒乓
球、篮球她都爱好，她各门功课
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

牛杨牧歌还把自己读过的
好书介绍给同学，借书给同学
们阅读。数年来，从她那里借
阅图书的同学有 1500 多人次。

“从老师的鼓励中，我感到作家
梦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就在
脚下！”牛杨牧歌对自己的未来
充满了信心。

说起推荐书目，牛杨牧歌推
荐了《幻想数学大战》，她认为：
该套书语言幽默滑稽，图画夸张
搞笑，故事奇幻惊险，内容生动
有趣，原理浅显明了，表达扣人
心弦，能深深地吸引读者进入丰
富多彩、遐思妙想的数学世界，
使害怕数学的人喜欢上数学，使
讨厌数学的人爱上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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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买书花费上万元

牛杨牧歌：梦，从读书开始

姓名：牛杨牧歌
年龄：12岁
职业：学生
推荐书目：《幻想数学大战》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班鼓
演奏名家张建知收徒仪式在市区
劳动路一家文博中心举行，来自
市戏剧研究中心曲剧院的青年鼓
师朱政昆向师父鞠躬敬茶，正式
拜师学艺。

今年 55岁的张建知就职于
平顶山教育学院戏曲舞蹈部。他
从９岁起，开始拜师学习班鼓演
奏技艺，十几岁进入我省周口市
及我市专业剧团担任剧团司鼓一
职，2004年从市原曲剧团调入现
平顶山教育学院戏曲舞蹈部工
作。在其三十余年的戏曲舞台伴
奏经历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演
奏经验，其中，由他担任伴奏的大
调曲子《二嫂抓赌》曾在 1995年
第二届全国曲艺节中夺得牡丹奖
金奖，2000年，由他担任伴奏的
曲剧《王宝钏》夺得全省第八届戏
剧大赛金奖第一名。

此次拜师的朱政昆今年 20
岁，6年前从当时的市艺校器乐
班毕业，后进入市戏剧研究中心曲
剧院当了一名鼓师。他告诉记者，
班鼓演奏实际上要同时演奏班鼓、
堂鼓、手板等多种器乐，表演难度
很大，同时还要精通戏曲唱腔等多
方面戏剧表演知识，为此，他萌发
了向我市班鼓演奏名家拜师学艺
的想法，最终得到首肯。

张建知说，司鼓在戏剧伴奏
中起着乐队指挥的作用，作为一
名合格的鼓师，责任重大，不仅要
起到乐队灵魂的作用，还要熟知
每出戏、每个演员的表演特点，以
达到“快而不乱、慢而不拖、强而
不躁”的理想效果，他希望徒弟能
够刻苦学习，传承这门技艺，不要
半途而废。

小资料：班鼓

班鼓,打击乐器，一种直径
一尺、三寸多高的鼓，鼓槌一敲，

清脆作响，又名单皮、板鼓。班
鼓为中国戏曲乐队中的指挥乐
器，不仅是乐队的灵魂，还控制
着演唱的节奏变化、演员的表演
情绪和程式的运用。唐代清乐
中 使 用 的“ 节 鼓 ”可 能 是 其 前

身。《清朝续文献通考》载：“班
鼓，又名搭鼓，音嚼急，为各器之
领袖，击法甚不易。”广泛用于昆
曲、京剧、评剧、越剧、汉剧、豫
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
子等地方戏曲伴奏和器乐合奏。

我市班鼓名家收徒传艺

张建知高兴地接过徒弟献上的花束。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经过各区政府筹备，市教
育局汇总，6月 16日至 21日社区公益
讲座新鲜出炉。本周讲座涉及端午
节习俗、夏季养生、中招考前心理辅
导、节电小窍门等内容，有兴趣的居
民可按照预约的时间、地点前往听
课。

□记者 王民峰

本报讯 近日，家住宝丰县城阳光
小区的王先生向本报反映，小区每天
定时供水 3 次，尤其晚上供水时间太
短，晚上9时就停水了。夏季到了，居
民用水很不方便，他呼吁将供水时间
延长至晚上 10时，供水方——平顶山
西站给水车间负责人袁先生说，主要
原因是水源不足（6月9日A6版报道）。
6月12日上午，王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
对晚报表示感谢，并称小区最近几天的
供水时间已延长至晚上10时。

宝丰阳光小区
供水时间延长

本周社区公益讲座
看点多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6月 13 日上午，在市文化
艺术中心二楼市少儿图书馆，市民王亚
玲讲解的《有你真好》和王科涵讲的《灰
姑娘》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和家长。当天，
由市图书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市图书
馆学会共同主办的“五色花少儿梦工厂
系列活动”之故事分享会正式开幕。

据有关人士介绍，“五色花少儿梦
工厂系列活动”是一个为热爱故事、诵
读、阅读的青少年读者打造的包含故事
分享、亲子阅读、绘本阅读、诵读等多形
式的阅读平台。“五色花少儿梦工厂系
列活动”之故事分享会定于每周六上午
10点在市少儿图书馆举行，热爱讲故事
和诵读的少年儿童及家长都可以参
加。6月20日即本周六上午，在同一地
点将开展以“端午节”为主题的故事分
享，欢迎少儿朋友报名参加。报名热
线：2582669。

市少儿图书馆
故事分享会开讲
今后每周六都有

牛杨牧歌在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