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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上午，菏泽市住建局
机关27名共产党员来到牡丹区大黄
集镇前张集村，在参观大杨湖战役
刘邓大军前线指挥部、军区医院、
大军井、“鲁西南红嫂”庭院等旧
址途中，对前天发生火灾事故的张
喜重老人进行慰问。

菏泽市住建局的王良生、吴翔
宇、肖林三位党员，都是退伍老
兵。3月22日下午，他们受领导委
派，到牡丹区大黄集镇前张集村，
做局机关学党史的行程路线、文物
古迹等前站考察，途中巧遇当地群

众家中遭遇火灾。三位同志奋勇当
先，与大黄集镇文化站、管区的同
志一起救出被大火围困在屋里的老
人。

当日下午3时，他们考察完几
个旧址，沿前张集村大街步行径直
往东，准备考察处在村东头的战壕
和地道遗址。当经过距战壕（寨
墙）第三个胡同口时，看到胡同口
南端尽头冒出浓烟。于是他们加快
了脚步拐进了小胡同里，发现浓烟
来自胡同西侧一座低矮的东屋，屋
内有砖瓦落地声。

王良生、吴翔宇、肖林和镇机
关干部共产党员彭东生、文化站
长共产党员张静冬、村妇女主任
共产党员葛水平等，面对东屋后
墙大声呼喊，噼里啪啦的着火声
把人声淹没。于是他们又跑出这
条胡同转向西面胡同，这才进了
着火的院子。

这是座没有夹山的三间东屋，
此时，中间和北间的房上檀条正在
燃烧，部分橼子已烧断坠地。几个
人见状顺手操持着耙子、铁锨等院
里的家什扑火。紧张之中，听到了
屋里竟有哗哗的流水声，王良生摸
到水声处，朦胧中，见一人在用水
桶接自来水，同时用手撩着水花胡
乱地洒。

王良生一边高喊“屋里有人”，
一边用力往外拽那个撩水人。这

时，洗衣机被烧着，彭东生在往外
搬动时由于看不清方向被电线绊住
脚，葛水平慌忙去搀扶，不慎摔在
水里。

火势大，自来水流量小，人们
无能为力。葛水平电话通知村支书
张学文打开大喇叭发布火情。王良
生、肖林、张静冬、彭东生、张学
文和邻近的几个村民，从对门人家
扯水管、掂水桶、端脸盆。村民张
志伦、张鲁振闻听分别扛着自己厂
里的灭火器赶到。经过一个多小时
的扑救，大火被扑灭。

房主叫张喜重，78岁。妻子张
素莲今年79岁，偏瘫在床。儿子儿
媳都在外打工。张喜重惊魂未定时
哭了。

这天上午，张喜重一边用柴火
锅蒸馍，一边伺候老伴，他不停地

往返于堂屋和东屋。蒸熟的馍不宜
立即出笼，需捂一定时间。这期间
张喜重伺候老伴吃饭，火星引燃了
灶台下的柴草，火势上了屋顶。张
喜重的东屋北间为锅台，中间是案
板、水管、洗衣机等，南间是个麦
秸、豆秸和玉米皮等混杂的草垛。

下午5时，张喜重的儿媳马俊
英从打工地赶回，感激之余要给几
个陌生人倒水，被谢绝。马俊英
说，要不是这几个同志，后果我真
不敢想呀。

24日上午，张喜重的儿子张华
良从外地打工回来，张喜重指着几
个前天救火的同志对儿子说：“就
是 这 几 个 人 ， 这 都 是 咱 的 亲 人
呀。”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李琼枝
侯艳伟

79岁的张喜重伺候偏瘫老伴吃饭时，火星引燃了灶台下的柴草，火势上了屋顶

党史课前，六党员大火中救出老农

农村大众报临沂讯 （通讯
员孙磊 李玉莲）“人们出门忘
记戴口罩怎么办？”3月21日，临
沂第十中学学雷锋志愿小组的姜
俊宇、戴仪霖、葛瑞臻等同学，
在校门口和附近的公交站点，设
立了两个“公益口罩盒”，方便
市民出行取用。

据悉，为了解决坐公交车或
者进入校园忘戴口罩的难题，同
学们想出了这个好方法。在学校
老师的指导下，大家精心制作了
两个公益口罩盒，里面放着独立
包装的口罩，希望可以帮到有需

要的人。为了持续使用，还写上
了捐献口罩的方法。

3月21日上午，趁着雨后放
晴，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
展了挂放“公益口罩盒”行动。
为了不对公交站点设施造成损
坏，同学们使用透明胶将一个
“公益口罩盒”缠绕固定在公交
站点立柱上，把另一个“公益口
罩盒”固定到了学校门口。

据了解，学雷锋志愿小组的
同学们还将定期增添“爱心口罩
盒”里的口罩，确保有需要的人
随时都能够得到帮助。

“看，这是我徒弟表演的吕剧
《李二嫂改嫁》的录像。”3月13

日，姚连材拿出他的录像机播放器
让笔者看视频。

姚连材所在的滨州市滨城区滨
北街道姚家村是一个有着文艺传统
的村庄。《滨州市志》曾记载，
“1907年滨城西南姚家村刘希汤在
本村组织30余人办起京剧班，能演
出《天水关》《上天台》《花游山》《朱
砂记》等十几个剧目……解放初，姚

家庆字班的群众京剧团多次到外地
演出，享有较高声誉。”1951年出生
的姚连材自小就对戏曲有兴趣。

姚连材回忆起了自己的三位老
师，“第一位老师叫刘同朋，退休
前是博兴京剧团的名誉团长，我就
利 用 放 寒 假 的 一 个 冬 天 跟 他 学
习。”姚连材说，那一个冬天只学
了《智取威虎山》里面的四句唱
词，还没学到家。有次他去井上挑
水，脑子里只琢磨唱音，水都忘了

打，又挑着两个空桶回来了。高中
毕业后，姚连材回村务农，被安排
和原滨县吕剧团导演姚同山一起看
瓜园。他得空就跟姚同山学唱吕
剧。之后，又跟曾在滨县鼓书院任
职的刘岩学习大鼓书、吹唢呐、打
鼓等技艺。

20世纪80年代初，姚连材组织
本村、邻村的十几个人拉起“戏
班子”，走村串户搞演出。1987

年元宵节时，惠民县桑落镇苇子
高村请姚连材他们去唱戏，在那
里一连唱了7天。“书记跟我说，
你有多少戏就唱多少，让大伙也
听个够。”

因为经常外出演戏，一些喜欢
戏曲的人经常慕名而来，跟姚连材
学唱戏。有一年冬天姚连材去小张

官村干工程挖沟，被村里一个叫于
华子的村民认了出来，拜师学唱。
“我这个徒弟对戏剧也是很痴迷
啊，他自个买了录音机，我教他唱
的时候他就录下来，回家自己再学
习琢磨。”六七年的时间里，姚连
材带出了8个徒弟。

姚连材因为学过戏曲表演，有
动作基础，附近村常常邀请他到村
里指导大家跳广场舞。“这个教也
是有技巧的，我把动作分解开，念
着1、2、3、4的节拍先练好动作，
再配上音乐把动作连起来。”去年
夏天，姚连材去离家10里地远的杨
柳雪镇周家集村教妇女们跳广场
舞，连着教了15天，69岁的姚连材
没说一句累，没要一分钱。

2012年1月13日是大年初一，姚

连材当导演，办起了村里第一场新
年联欢会。有令人捧腹的小品，有
诙谐幽默的三句半，也有老戏班的
器乐演奏，还有独具地方特色的秧
歌、扇子舞表演……村里上至86岁
的老人，下至8岁的孩童都参与演
出。当年姚连材又组织村民编排
演出了消夏晚会。迄今为止，姚
连 材 写 了 《 生 男 生 女 都 一 样 》
《苦果相亲》《回家路上》《四
个婆婆夸媳妇》等20多个小品剧
本，这些小品幽默诙谐，结合滨
州方言特色，每次演出都赢得大
家的欢笑和认可。

2015年7月，姚连材申报的滨城
区滨北街道姚家村姚家艺术团正式
获批成立。姚家艺术团成员有80多
人。每到过年过节期间，姚连材就
带领艺术团排演舞狮子、小品、吕
剧、歌舞等节目，给村民们带来了
欢乐。“我会这个事（创作、排练、演
出节目），村里有戏曲演唱、曲艺表
演的传统，我要尽我所能将其传承
下去。”姚连材说。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冯志强

在文化土壤中发芽生长的草根艺人
带出了8个徒弟，还办起新年联欢会、消夏晚会等

3月 2 1日上午，沂源县南鲁
山镇水么头村70多位70岁以上的
老人们齐聚在村广场。本村爱心
人士郭公堂请来摄影师为大家拍
一张老人大合影，并免费送每位

老人一张。
70多位老人们齐聚一起，本

村还是第一次，同框合影更是前
所未有。老人们在家人的陪伴
下，早早来到广场，拉家常。青

年们唱起歌来助兴，整个山村沉
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合影后，郭公
堂还为老人们赠送了长寿面，祝福
老人们健康长寿。

（陈作进 摄）

爱心人士张罗 70多位老人同框 公交站有了“公益口罩盒”

农村大众报乐陵讯 （通讯员
张伟）3月8日上午11时许，乐陵市
公安局兴隆街派出所快速帮助群
众找回了丢失的钱包，受到赞扬！

3月6日下午，兴隆街派出所
民警接辖区居民孙女士报警称，
钱包丢了，内有数千现金、证
件、医保卡等重要物品，但由于
不确定钱包遗落位置，只能大概

推测相关路段。接到报警后，兴
隆街派出所民辅警立即调取沿途
监控逐点排查找寻，确定在党校
至安居小区路段丢失的可能性比
较大后，又立即调取民用监控继
续寻找，最终发现了孙女士的钱
包被一名男子捡拾。经民警与王
先生联系沟通后，王先生表示愿
意归还。

路上丢钱包，民警帮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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