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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综合 A5

□记者 丁进阳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教育
体育局获悉，在近日召开的2019
年河南省体育工作会议上，公布
了我省2018年度河南省全民健身
工作先进单位，平顶山榜上有名。

据了解，近年来，市教育体育
局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进全民健
身工作，认真贯彻《全民健身条
例》，深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

把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作为促进全
民健康和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手
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
元化体育健身需求。加大体育场
地建设力度，建设群众身边的体
育设施。积极组织体育赛事和展
示交流活动，开展群众身边的体
育活动。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
训力度，扩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在全市形成了自觉锻炼、主
动健身、追求健康的社会新风尚。

我市荣获
省全民健身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乘公交车时不慎将
手机丢失，后被公交司机拾到归
还。昨天上午，家住新城区新城
小区的张小燕致电本报对司机
道谢。

据张小燕介绍，3月17日上午
10点多，她在新城小区门前乘坐
66 路公交车前往市第一人民医
院，照顾生病的家人。“到五一路
站时，我匆匆下车，到医院后发现
手机不见了。”张小燕说，她的华
为手机价值1000多元，“最重要的
是手机里存有很多资料，一旦丢

失很难找回。”
想不起来手机是什么时候丢

的，张小燕用哥哥的手机拨打自
己的电话号码，竟然打通了。“对
方自称是公交司机，核实无误后，
我们约定在矿工路平顶山商场站
见面，领回手机。”

根据张小燕提供的线索，记
者辗转联系上当天的当班公交车
司机袁娟娟。据袁娟娟说，当天
上午10点43分，她开着车牌号为
豫 D91986 的 66 路双层公交车从
新城区梅园路公交枢纽站出发，11
点53分左右到达市区东环路北段
城北公交枢纽站。“车到站后，我

开始打扫车内卫生，在第一层后
排一座位下面发现了一部手机，
手机是灰色的，看上去很新。”袁
娟娟说，手机设有开机密码，她打
算打扫卫生后上交到公司。就在
这时，手机响了，袁娟娟接通电话，
正是失主，于是双方约定在矿工路
平顶山商场站交接手机。

当天中午 12点多，张小燕的
哥哥如约拿回了妹妹丢失的手
机。“真没有想到能失而复得，挺
感动的。”张小燕说。

“及时将遗失物品送还给乘
客，是我们公交车司机应尽的责
任。”袁娟娟说。

粗心乘客丢手机 公交司机帮找回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看曲剧大戏，观明
清古建筑群，近日，郏县李口镇
张良故里张店村迎来平顶山、许
昌等地的众多游客。

张店村内现有明清官宅民
居建筑 290 余间，基本保存完
好。这些古建筑气势恢宏，工艺
精湛，以明代提督府、清代东西

“官宅”院、南北“义和”院、西酉
胜院、花门楼等大户人家的宅院
为代表。古建筑中存有大量木
雕、砖雕、石雕，装饰精美，图案
包括各种花形、飞鸟、怪兽和吉
祥物等，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
价值。

李口镇党委政府携手张店
村两委对该村的明清古建筑群
进行了资源整合，建起了张良纪

念馆、北义和民俗展览馆，对提
督府、西官宅、中国工农红军36
军指挥部等景点挂牌标识，使该
村先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国家级传统村落和河南省文物
保护单位。

3月 16日，该村请来了洛阳
曲剧团，进行为期3天的戏曲演
出，《韩擒虎搬兵》《经堂孝母》等
10场大戏看得游客们流连忘返。

张良故里 戏醉游人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近日，鲁山县西部山
区山花盛开，引来不少摄影爱好者。

3月 17日下午，在四棵树乡
平沟村，环顾四周开放的辛夷
花，一名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

他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和朋友前
来采风。记者看到，因山高气温
低，平沟村的辛夷花姿态各异，
还有盛开的山茱萸花，远远望去
黄澄澄一片。

“我们这里的辛夷花也很好
看，颜色也多。”昨天上午，团城乡

鸡冢村村民范成锁告诉记者，他
们那里是有名的辛夷之乡，有不
少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游玩。

记者昨天上午在尧山镇看
到，这里的辛夷花也开了。此
外，尧山镇周边山上的连翘花和
樱桃花也正在开放。

山花烂漫引客来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3 月 15 日，阳光和
煦，在市河滨公园人工湖东北角
的逢春苑门口，“背上兄弟”、湛河
区伟和疼痛门诊医师李永和、窦
小伟和市民政医院的医生，为70
余名园林工人开展了义诊活动。

当天上午 9时许，在市河滨
公园内逢春苑门口的几张长桌
前，李永和、窦小伟开始为列队就
诊的园林工人逐一进行颈肩腰腿
痛方面的排查，同时赠送膏药
贴。市民政医院的医生则在一旁
为工人们免费测量血压。

53 岁的赵秀祺是市园林处
一名劳资人员，兼有园林绿化工
作，长期固定姿势和辛勤劳作使
她患上了顽固的腰痛，接受义诊
后，她激动地说：“两位医生看病
很细致，还亲自给俺贴膏药！”

市园林处盆景园办公室文员
秦红霞表示，她被“背上兄弟”的
事迹感动：“今天见到他们义诊的
身影，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

义诊活动接近中午才结束。
市园林处工会主席王秋香在现场
告诉记者：“一上午共为70余名
园林绿化工人进行了义诊，并向
他们赠送了膏药贴。”

“背上兄弟”河滨公园义诊忙

万花山上花似锦
昨天下午，记者在郏县黄道镇山前李村北的万花山上看到，这里鲜花盛开，引来不少游客拍照留念（如

图）。据了解，万花山上有500多亩杏、桃、樱桃等果树。目前杏花开得正浓，进入3月下旬，桃花也将竞相绽
放。游客驾车到郏县后，向西行驶到渣园乡宋堡村，再向北走约3公里即到。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摄

□本报记者李霞/文李英平/图

3月 13日上午，在新华区西
市场街道红旗街社区居民文化中
心排练室，三位社区“小品民星”
正在排练小品《一语万金》——李
月萍身穿红棉袄、肩扛摄像机，变
身电视台广告记者；湛银安身穿
咖啡色夹克，手持写有“状元牌补
脑口服液”小纸盒，扮演考上大学
的农家女金凤的爹；中等身材，穿
着黑色西服的马世富则扮演热心
组织村民为金凤捐款的村干部。

三人诙谐幽默的台词和丰富
的肢体动作，惹得围观居民哈哈大
笑。接下来，三人又表演了小品
《孝道》《猜灯谜》等。记者注意到，
他们的表演动作夸张、语言幽默，
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很有感染力。

他们都是“半路出家”

“以前我主要组织或导演他人
表演，也经常上台主持节目，但从
没想着自己上场演小品，主要是放
不下面子。湛银安和马世富成天
开玩笑，说啥时候我上台演小品，
他俩安排大家吃涮羊肉……”46
岁的李月萍告诉记者，她在平煤
神马集团七矿上班，平时主要负
责单位的文艺宣传工作。在日
常编排节目时，她发现小品往往
需要多人配合，经常出现演员缺
席排练或演出的情况，她便临时
上场“替补”，渐渐喜欢上了演小
品。

55 岁的湛银安、59 岁的马
世富都是李月萍的同事，他俩也
都是“半路出家”的小品爱好
者。三人总喜欢搭档演小品，逐
渐成了社区里的“文艺骨干”。
他们搭档几年来，先后创作出
《候诊室故事》《我们都是一家
人》《喜帖》等小品，并积极参加
社区里的演出，期待给更多人带
来笑声和欢乐。

演好小品不容易

李月萍说，演小品看似简单，
演好却并不容易。她不但通过上
网查资料和四处拜师等方式学
习，还经常根据观众的现场反映，
对自己编写的剧本进行修改。

“比如在小品中要演出一个人
物的喜悦，我就会揣摩她说话时的
语气，以及用什么表情和手势动
作。”李月萍告诉记者，今年春节
前，因将要表演的小品中有农村妇
女在院里喂鸡的场景，她有空就会
练习。有次周末她将自己关在房
间内“啰啰啰，咕咕咕”练得起劲，
忽然听到母亲来敲门：“你弄啥
哩？没事吧！”儿子也跟在后面兴
奋地问：“妈，你买的有小鸡？”

马世富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上
台表演小品时的情景：“我当时很
紧张，手和腿会抖，现在练得多
了，上台也从容了。”湛银安则告
诉记者，他几乎天天练嘴背台词，

“我不像年轻人记忆力那么好，我
得多花一些时间，背了还容易忘，
所以要反复背。我还经常一遍遍
抄写台词，抽空就和大家一起排
练磨台词，先磨到好笑，再绞尽脑
汁磨到又合理又好笑又没有其他
的方案可以替代，才算过关。”

“他们是我们社区的开心果，
他们的小品不但精彩，而且寓教
于乐，总能让大家有所收获。”红
旗街社区负责人王付伟说。

半路出家的社区“小品民星”：

期待为更多人带来笑声

湛银安（左）和李月萍（右）在
排练小品《一语万金》

春光无限好 踏青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