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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评价话剧《人世间》时曾这样说过：

“我从未在感情上和劳动大众及他们的生活脱

节”。这句话大概意思很明确，想要表达的意思

是，文学作品的媒介是文字语言，而戏剧是综合

性艺术意象的交织与情感的宣泄，需要通过对人

物角色形象性格的塑造、鲜活的表演呈现出来。

2024年最后一期《新观察》也想做一期讲述

普通人、平凡人的故事，也想通过表述一些日常

事，反映人世间多样化、多层次的人生需求，彰

显美丽幸福吕梁建设的生动内涵。可是，真的

认真找起来的时候，这样的人物太多了。让熟

悉的几位基层的通讯员朋友推荐一下，一箩筐

放不下，几个晚上也难以讲完这些人的故事。

这些人的故事确实感人、动人、暖人、励人。

手足无措时，再一次想到了他们。他们是

在 2024年《新观察》栏目中出现过的人物，有的

是主人公，有的只是提到涉及而已，但是他们的

故事同样可以表达人世间的真善美、真性情，达

到情感共鸣与价值思维的传递。

壹 白占全的“文”和王肖琼的“武”

“柳林盘子”一般从正月十二开始，到正月

二十六结束。农历正月二十五的“填仓节”当天

没有活动的村社，一般会在正月十七八就拆“会

子”。

2月 26日，是农历正月十七。按理说，元宵

节过了，柳林盘子已经过了气候。但一路跟着

向导柳林县原新闻办主任白占全丝毫感受不到

“柳林盘子”的冷清。

2024 年，白占全对“柳林盘子”的研究和发

掘没止步，他分别以“此盘非彼盘”“天下神仙

居”“出盘亦收盘”“转盘如神游”为题，把自己多

年来研究“柳林盘子”的成果通过报纸展现出

来，把“柳林盘子”说了个透彻，讲了个明白，可

以说是一篇微缩版的“柳林盘子”史记。

之所以说白占全“文”，不仅仅是他的职业

和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位“文人”

能够专研去做一件事，而且有成果有成就。白

占全可以说是柳林“盘子”的一张活地图，哪个

村社有多少“盘子”，“盘子”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他都能说上个“丁是丁卯是卯”。他最关心穆村

一带的“盘子”，因为穆村有柳林县最为古老的

和最大的盘子，这个大盘子也是他研究关注最

多、投入精力最多的“盘子”。

中阳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王肖琼当

兵出身，算得上一员“武将”，但是也有更多让人

动情的地方。尽管中阳县公安局已经在硬件设

施投入上为巡特警大队吃“偏食”，但王肖琼还

是想办法在“偏食”中再为队员们“加餐”。

中阳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机关食堂已经在

圈子里算是好的，但王肖琼还是会时常提醒食

堂师傅在捉襟见肘的伙食费中尽量让每天的伙

食变着花样。在生活区，洗衣机、烘干机等设备

一应俱全，就连公共浴室、公共卫生间、室内训

练室也让队员们找到了家的感觉。

爱于先，威于后。中阳县公安局巡特警大

队大大小小的制度、规定涉及 18 大类 100 多

种。小到请假制度、集训期间日常管理制度，大

到装备使用管理规定、警用装备库房管理制度，

甚至细化到了队员的八小时以外社会圈、生活

圈管理规定。用王肖琼的话来说就是“该管的

就得管，该严管的必须严管”。

生活中，王肖琼对每一位队员都能够做到

关爱有加，哪位队员闹情绪，或者在训练的时候

开小差，王肖琼会苦口婆心地找他谈话。但是

在具体的工作中，他又是说一是一，不会讲半点

情面。

一文一武，只不过是两个人的精彩，但是在

人世间，这样的生活经历足以让人心灵撼动一

次。

贰 宫育红和郝雄飞的坚守

12 月 18 日下午，临了下班，吕梁市艺术学

校的郝雄飞老师硬生生地把记者约到了中阳县

下枣林乡神圪 村。郝雄飞带记者要去见的宫

育红老师是熟人，是吕梁市艺术学校唢呐专业

教师。

8 月 12 日，中阳县政府与吕梁市艺术学校

就艺术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合作签约。

中阳县出资出地方在该县下枣林乡神圪 村倾

力打造吕梁市艺术学校神圪 实训基地。吕梁

市艺术学校出人出力，负责实训基地的日常管

理和教学工作，宫育红被指定为基地负责人。

郝雄飞一直把宫育红当作大哥，一来是因

为年龄长幼的问题，二来是在郝雄飞看来，宫育

红是自己心中最钦佩和尊重的人，原因就在于

宫育红对“宫家吹打”这一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

展。这几年，在宫育红的努力下，山西“宫家吹

打”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中央音乐学院、中

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专家学者曾

赴吕梁考察山西“宫家吹打”；2019年，中国传统

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上海音

乐学院博士生导师萧梅教授给予山西“宫家吹

打”高度评价，称其为“意想不到的宝藏”；2018
年山西“宫家吹打”被评定为吕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2019年山西“宫家吹打”两次

受邀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传统音乐学术研讨会

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场展演。2016年以来，山

西“宫家吹打”曾多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

国、韩国交流演出。2023年，山西“宫家吹打”参

加在河北廊坊举办的全国首届民族器乐展演。

其 实 ，郝 雄 飞 对 艺 术 的 情 感 不 亚 于 宫 育

红。在郝雄飞看来，自己注定这辈子要和戏曲

打交道。

郝雄飞是陕西绥德人，十一岁的时候就在

榆林艺术学校戏曲班学唱戏。他和陕西走出来

唱民歌的王二妮是同班同学，都是学戏的。然

而王二妮已经在另一种抉择中重新找到了自

我。郝雄飞也想着干出一番成绩，把戏曲艺术

传承发展下去。

郝雄飞一直担任吕梁艺校戏曲专业指导教

师，前些年，带着戏曲专业学生连着好几年捧回

了“小梅花奖”。2023年 8月 16日，孝义市政府

与吕梁市艺术学校签署艺术人才培养战略合作

协议，成立孝义碗碗腔非遗传习班，郝雄飞担任

班主任，再次担起更大的责任。

那天晚上，神圪 村的夜很静。兄弟两个

聊得很多，更多的话题是如何把唢呐艺术和戏

曲艺术融合起来，传承发展戏曲。郝雄飞想拉

着宫育红“单干”，宫育红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

一脸犹豫不决的表情。

第二天一大早，基地的学生还在晨练，郝雄

飞就匆匆忙忙离开了，他要赶着八点前回到学

校，因为学校还有一群学生等着他。

“那里的风，在传颂着唢呐的旋律。农舍田

边，唢呐声或激昂或悲怆，或欢快或悠扬，它承

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见证岁月的变迁与情感

的流淌，从这里，唢呐艺术的魅力如星芒般向四

方散射，绵延不绝，成为民族音乐星空中璀璨夺

目的瑰宝。”

这是郝雄飞离开后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一段

话，配图是晨曦下基地孩子们训练的画面。在

记者看来，这段话更多体现的是悲情的一面，这

样的悲情，或许只有宫育红和郝雄飞兄弟俩最

明白。

叁 郝宏武和杨强强为谁“守梦”

郝宏武是柳林军渡人，但在离石文化圈的

名气不小。

主要源于他在离石红色文化圈的多重身

份。他是晋绥边区文化研究院院长、晋绥文物

史料馆馆长，先后被山西省社科院聘为晋绥文

化研究员，山西大学近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这么多身份又缘由他本人喜好收藏晋绥边区革

命文物，而且已长达 27年之久。

郝宏武的名气更在于他主导修缮了离石烈

士陵园。2017年 9月 7日，郝宏武的吕梁晋绥边

区文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离石区文物旅游开发

中心签订了烈士楼文物认领认养协议。2017年

至 2021 年间，出于资金和人力等客观性原因，

郝宏武只能对烈士园进行零星修缮。他认为壁

画工作的保护是当前工作的大头。他把市区有

名的摄影师请回来帮助自己将楼内壁画全部拍

摄，还把拍摄后的壁画编印成小册子。2022年

至 2023 年间，郝宏武对烈士楼进行整体修缮，

修复东厢房，改造西边二层办公楼并布展，修缮

大门及配套设施，石板铺设院子，复建思源亭等

工作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郝宏武的吕梁晋绥边区文物研究院还与吕

梁大型企业泰化集团合作开办了吕梁晋绥兵民

博物馆，馆内红色革命题材的藏品达十万余件，

被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史、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山

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吕

梁学院设为教学研究基地。

临县红艺晋剧院的班主杨强强也有着和郝

宏武一样的文化情怀，但在他看来，自己没能干

出一件像模像样，甚至是轰轰烈烈的事情。

每年在唱戏旺季，杨强强要做的事就是和

“写戏”人沟通戏价，而且还得想办法养活三十

几个戏曲演员。每年的大年初一，杨强强还来

不及放下手中的饺子碗，就得开始张罗清点道

具和装备，因为年前就和“写戏”的人谈妥了，吃

完团圆饭就有台口，就得动身出发。这之后，从

这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为了赶村披星戴月赶

路是常有的事。

杨强强是临县三交镇西王家沟村人，他的

临县红艺晋剧院是个“草台班子”。从他的装备

和演员构成看，给人的直观印象就是“散装”班

底和“拼盘”演出。用杨强强的话说，演员是拼

凑的，有时候就连演出服装和道具也得临时拼

凑。

在吕梁山区，这样的“草台班子”不在少

数。杨强强说，在临县，和红艺晋剧院规模不相

上下的剧团不下四十家。在杨强强看来，一边

是在忙着讨生活，一边也祈愿剧团生意能够兴

隆。每一次的赶村经历让杨强强更能理解吕梁

山区，以及黄河沿边的黄土高坡上的人们为什

么在劳苦一年后，依然愿意从本就捉襟见肘的

口袋里拿出大几十元甚至是上百元的份子钱让

村里唱一台过万元的戏。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怀，再加上有着一颗痴

心于文化传承和发展、保护的热心，郝宏武和杨

强强一直在“守梦”。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寻

找文化记忆的“守梦人”还有很多。

肆 那只“隐形的翅膀”终会飞起来

吕梁特殊教育的发展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而这将近 50 年的时间也有一群人拿着特殊教

育的“接力棒”走了 50年。

从全市只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吕梁地区聋

哑职业学校开始，到初创阶段的吕梁市聋哑职

业学校升级为吕梁特殊教育学校，再到一些民

办特殊教育机构的发展、成长，全市特殊教育就

像一只“隐形的翅膀”，成就了一大批残障人士，

让这些人在无尽的有所想、有所盼中有所为。

吕梁特殊教育学校团委书记白娟想着学校

能有一个像模像样、标准化的体育运动场所，也

想着学生的宿舍能够重新翻新一下。尽管教学

环境不是很好，但是她的教育初心没有变，还是

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学校与吕梁市社会福利院成

立的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市社会福利院分校，

开展“蹲点教学”和“送教上门”服务，让福利院

的孩子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至今没能扔了拐杖的高民，是吕梁市残疾人

职业技能学校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自身肢体残

疾。他更清楚自己一直以来努力的梦想，这个梦

想就是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学校是他多

年来精心打造的一个“隐形的翅膀”，这个翅膀他

看得真，更多的残障儿童和青少年也看得清。校

长康丽霞多年来一直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在她看

来，特殊教育事业做的是民生兜底工程，是一项

良心事业。“就是要帮残障儿童和青少年学会基

本生存能力，让他们可以掌握一技之长，最终回

归社会、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李彦兰是一位有着二十二年特殊教育教学

经验的班主任老师，从进入吕梁市特殊教育学

校实习开始，就担任听力障碍班的班主任。她

的讲课方式除了用嘴巴不停地说以外，还要用

手不停地比划，偶尔还用肢体配合面部表情做

些动作。由于口、手、脚并用，一天下来很是疲

劳。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白天所有的话都说给

了学生，晚上回家累到压根不想和自己的孩子

讲话。”

姚改花和杨彩艳是同龄人，都是 80 后，两

个人掐头去尾从事特殊教育工作也近 20 个年

头了。问及两个人当初的选择，她们的解释是，

“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其实，特教人也有

幸福！”

今年的九月份，离石区田家会社区残疾人

康复服务中心的创办人张智勇和王根凤被邀请

参加了母校运城护理职业学院的新生开学典

礼，而且作为优秀校友代表进行发言。张智勇

没有更多地展示自己的成绩，而是表达了自己

要在这条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有了他们，“隐形的翅膀”终究会飞起来！

他们的这一年，注定会有句号，但更多的还

会带有感叹号！

方山县峪口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站站

长，张家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王军峰在村

里修建游乐园和农耕体验园的梦想实现了吗？

来蒲苇“香蒲小筑”的游客多不？杜保明和妻子

薛小梅的特色小吃摊生意怎么样？

村医秦武贵、陈彦是不是还在背着全科医

生助诊包忙着为群众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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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明天是一年的第

一天。

这样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人类生生不息延

续的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纵使你昨天的故

事依然在，但过了今天已然成为历史。

人世间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交替

变幻。

政教专刊《新观察》栏目开设一年了。每月一

期的频率，一月一变的话题，从主题选取到整体

文章脉络的把控可以说做到了能够与读者互动，

真正去观察读者所关注的东西；每一期也基本做

到了用平实简洁的文字，讲述真实故事，让每一个

故事能够给读者提供有价值、好看、耐看的内容。

栏目开设之初，我们还抱有一丝希望：那就

是倘若能引起共鸣，最好！

事实上，多多少少产生过共鸣。《摆渡者说》

一出，孝义碗碗腔剧团原团长郭纹铭一直想见

见记者，想通过记者讲述更多碗碗腔剧传承与

发展的故事；《小阁楼里的“民间表达”》刊出第

二天，柳林县原新闻办副主任、党史研究室原主

任李勤就评价，这算得上是一篇写“柳林盘子”

最好的新闻作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更是激

发了基层一线巡逻队伍的干事热情……

可以说，每一期《新观察》都有不一样的话

题，更有不一样的精彩。

对于一名新闻工作者来说，不仅仅是能够

通过自己手下的笔讲述被采访人的故事，把他

们鲜为人知的一面，特别是能够激发社会正能

量的一缕缕光彩展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在讲

述这些人物故事的同时，还可以和这些人成为

朋友，成为某一话题的知心人。这就足够了。

李牧主任在《新观察》“开栏语”中这样说，新

时代，大数据算法会剥夺人观察、阅读和思考的能

力，让人陷入“信息茧房”而不能自拔。所以，总

还是有许多人，依旧热爱报刊，热爱文字，依旧乐

意捧着一本书或报纸，安静地阅读。这也是为什

么在大数据算法之下，流量为王、视频为王的情

况下，我们依然坚持做《新观察》专稿栏目。

《新观察》还会一如既往，从今天起，我们在

《新观察》推出“他们这一年”。从明天起，政教

专刊部还会关注每一个“他们”，陆续推出“普法

这一年”“维权这一年”“入职这一年”“陪考这一

年”“反诈这一年”“驻村这一年”“成家这一年”

“获奖这一年”“履职这一年”“考研这一年”等，

将聚焦不同岗位、不同身份、不同行业、不同职

业的每一位普通人，通过讲述他们身边的点滴

变化、精彩故事，充分反映在建设美丽幸福吕梁

中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值得留存的时间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