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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已逝丹心在

戏比天大
1923 年，常香玉出生在河南省巩县

（今巩义市）董沟。因家庭贫寒，9 岁便登
台演戏。新中国成立前，常香玉学戏、演
戏屡经坎坷，饱受社会压迫和欺凌，但她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耐心琢磨，融豫东、
祥符各调于一炉，并广征博采，取各家各
派及姊妹剧种之长，大胆创新，开豫剧唱
腔改革之先河。

为了让戏“顺民心，反映时代”，她不守
旧，戏随时代走，艺随精神长。她和丈夫陈
宪章一起动手，在改造传统题材的同时，积
极演绎现代戏。《拷红》《白蛇传》《大祭
桩》……这些传统剧目的改编，使历史与时
代产生强烈的共鸣，成为常派艺术的传世
之作。《朝阳沟》《李双双》《红灯记》……这
些现代戏的探索，让常派艺术焕发出新的
光彩。不少代表作在舞台上上演了半个多
世纪，仍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从 1938年步入舞台开始，常香玉先后
演出剧目 100多部，其唱腔舒展奔放，变化

自如，表演刚健清新，细腻洒脱，达到了很
高的美学境界，创造出了独树一帜的豫剧
常派艺术。从艺 70年来，常香玉把对豫剧
艺术永无止境的追求当做自己生命的全
部，使一个乡间小戏成为中国第一大地方
剧种，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而且
走出了国门，拥有亿万观众和戏迷。

常香玉常说一句话：“对一个农民来
说，没有比种地更大的，地比天大；对一个
演员来说，没有比演戏更大的，戏比天大。”
在长达 70多年的艺术人生中，常香玉一直
都在实践着她那句“戏比天大”的名言。

与时代同行
她一生简朴，但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

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义
演更伴随了她一生的演艺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常香玉和她创立的常
派豫剧艺术获得了新生。1951年夏，全国
上下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作为新中国一
名艺术工作者，常香玉脑海里迸出这样一
个念头：义演，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飞

机。
当时，一架飞机需要十几亿元（旧币），

对年仅 28岁的常香玉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她卖掉了剧社的运输卡车，取下金戒指，拿
出多年积蓄，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把３
个不到10岁的孩子送进了托儿所。半年时
间里，她带领香玉剧社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行程逾万里，义演捐款金额达到15.2亿元，
完成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这件事，
极大地鼓舞着当时全国军民的爱国心，也
首次将豫剧推广到全国。

如今，这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
15飞机，保存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先后吸
引了500万人次的观众。

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后，她又带领豫
剧队赶赴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为中国人民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慰问演出175天，演出
180场，受到多方嘉奖，被誉为“爱国艺人”。

为民奉献
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立。德艺双馨

是常香玉一生的追求。

多年来，常香玉和她领导的剧团一直
坚持“三三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
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为最基层的观众
巡回演出。

1960年，豫剧团下放到商丘的王坟大
队，每天只发 7个玉米面夹菜的馍馍，吃不
饱，肚子整天饿得咕咕叫，但每天傍晚村头
戏台准时出演的“花木兰”让当地群众一直
念念不忘……

1987 年 12 月，常香玉自筹资金 22 万
元人民币设立香玉杯艺术奖，以奖励河
南地方戏曲的优秀人才。16 年来，共评
奖 9 届，获奖的从事河南地方戏艺术的
人员达 130 多人，遍及全国８个省区，产
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常香玉自己生活朴素，不舍得乱花一分
钱，去世前床上铺的还是用了几十年的粗布
单，可是，每逢国家和群众遇到困难，她总是
慷慨解囊，毫不吝啬。在举办亚运会，庆祝
香港、澳门回归，抗击“非典”，帮助下岗职工
等许多重要演出中，她不顾年高体迈，义演
捐款。

只要是为人民而演，哪怕是病入膏肓，
她都要拖着病躯赶来。2003年12月23日，
80岁的常香玉身患癌症在北京住院，当得
知奥运场馆建设工地上有场专门慰问家乡
农民工的演出，她拔掉输液管，在家人的搀
扶下登上舞台，不顾身体虚弱清唱了一段

《柳河湾》，成为一生的绝唱……
2004年6月1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大

师常香玉永远离开了梨园艺坛，告别了被
其视为生命的豫剧艺术。生命弥留之际，
常香玉对身边的子女留下了三句话：感谢
领导和同志们对她的关心和照顾；丧事一
切从简，千万不要惊动大家；不允许任何子
女以她的名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再
一次体现了常香玉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的高风亮节。

“党员干部培训班”在中原播撒红色种子
坐落在刘店村文化大院南边、大门朝东

的“党员干部培训班”旧址被四周的楼房簇
拥着，蓝砖瓦房让它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院
中立碑一座，保留着坐西朝东、坐北朝南两
栋旧时建筑，屋中悬挂着曾在这里工作过的
前辈们的照片，供后人瞻仰。长期参与维护

“党员干部培训班”旧址的村民安晓强说：
“听上了年纪的人讲，这里出了不少共产党
的干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
立后都走到了重要岗位。院中立碑后，很多
人前来参观。”

旧址所在院子的主人叫安中奇，他思想
进步，为红色事业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

据碑文记载，北伐战争失败后，孙中山
先生“天下为公”、“三民主义”的思想由城
市波及农村，安中奇考入冯玉祥的河南政
训学院，毕业返乡倡导破除封建迷信和陈
规陋俗，实施新政，并兼任刘店督学，创办
刘店小学。“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
在河南有较大发展。1931年，吕戊己（刘店
人）在新郑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新郑独立支

部”，并任书记。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直至
新中国成立的二十年间，他同安中奇、陈心
如（新郑县人）、安振奇（刘店人）、安永法（刘
店人）等团结奋斗，在刘店一带开展工作，坚
持着党的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新（新郑县地下党）
从延安回到新郑组织“抗日先锋队”，发展抗
日武装。1938年 5月，组建抗日游击队，设
三个中队。在安振奇、安永法协助下，陈新
亲率游击队在中牟、洧川一带坚持与日军斗
争，并发动群众筹建党的组织，为日后此地
区抗战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8年秋末，中共新郑县委成立，陈新
任书记，委派安林（刘店人，安中奇战友）任
新郑东区区委书记。安林首先发展安振奇、
安永法、安重黎、张全旺、吕留章等入党，成
立刘店党支部，安林兼任书记。东区区委先
后建立了刘店、枣陈等十一个党支部，发展
了安秀卿、安进章等近百名党员，刘店村成
为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地区。

1939年6月，豫西特委在刘店村开办新
郑、长葛、洧川三县“党员干部训练班”，当地领
导苗树堂、张若谷、赵以文主持讲课，豫西特委
负责人楚明、李毅章也到刘店指导工作，党员
干部培训工作由此火热展开。安中奇、安振
奇等人对革命事业非常热衷，当时他们和很
多革命工作者一道为新郑、中牟、长葛等地革
命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店村69岁的老人安钦章说，那个年代
非常混乱，但这里秩序井然，为革命事业源源
不断输送人才，且多次巧妙躲过了敌人的破
坏。其实，成立于战火纷飞时期的党员干部

培训班不仅为革命事业培养出大量人才，也
为日后新郑、中牟一带解放铺平了道路。

1939年秋形势逆转，地下党隐蔽精干人
员，暴露的党员干部安林等人于1940年4月
撤离东区调往延安学习，党的地下活动由此
进入十分困难的时期，直到 1947年 12月中
旬，刘伯承所部第一次攻克县城前后，冯国彦
（中牟人）还乡开展地方工作。接下来，在吕
戊己、安振奇等协助下，冯国彦领导地方革命
武装配合解放战争打游击战，据点设在安中
奇家后院。因刘店村地下党基础较好，革命
武装力量得以迅速发展。

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面对敌人的进
攻，以刘店为中心的革命武装力量异常团结，
借助当地优势和敌人展开斗争，不仅粉碎了
敌人的破坏，也鼓舞了广大群众参与解放事
业的信心，而这一切都源于刘店村“党员干部
培训班”向当地传播了旺盛的革命精神，使得
此区域的解放事业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刘店村和“党员培训班”
的传奇故事在中原大地广为流传。不少后
人评价该村在长期解放斗争中，在党的建
设过程中屡建奇功，壮大了“红色力量”，保
卫了革命成果，而安中奇、安振奇、安永法
等创办的刘店小学则是新郑东区一带的主
要据点和交通联络站，为革命立下了汗马
功劳，故后人特在“党员干部培训班”旧址
立碑详其事，告诫后世且莫数典忘祖，要铭
记前辈为民谋利，视死如归的精神。

时光飞逝，虽然远离了战争年代，但刘
店村里的团结奋斗精神仍然被一代又一代
传下去。

本报记者 高 凯 文/图

位于新郑八
千乡刘店村保存
完好的党员培训
班旧址

所谓巾帼不让须眉。蒙凡在检察战线上一工
作就是 26年。这名老检察曾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
一次，获得省“优秀检察干警”、“十佳反贪局长”、

“女职工标兵”、“政法系统执法先进个人”，市首届
“十大杰出卫士”、“十大杰出检察官”、“五一”劳动
奖章等70多项荣誉，今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
国“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

“人情不能违背原则，金钱不能买卖法律。”这
是蒙凡办案的座右铭。

蒙凡刚进中原区检察院时被分到批捕科工作，每年
她办理的批捕、不批捕案件就有近百起，涉及数百人，错
误率为零。1997年到起诉科工作以后，经她审查的案件
有1500余起3000余人，法定期限内审结率和有罪判决
率也达到100%。

2004年，蒙凡到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反贪局主
持工作，在接下来的 5年时间里，她和同事们查处
了 65起贪污贿赂案件，74名贪官栽在她的脚下，其
中处级干部7名。

在一次查案中，上初中的儿子，遭犯罪嫌疑人
跟踪威胁，一块砖头差点砸到儿子的头上，儿子哭
着对蒙凡说：“妈妈，你别干反贪了，我怕。”但威胁
没有吓倒蒙凡，反而更坚定了她的一种决心：誓与
贪官较量到底！

就任反贪局长之初，中原区检察院就收到一封
只有 4行字的举报信。经过对举报信初查，蒙凡掌
握了郑州市电业局物资公司原经理李明学涉嫌贪
污受贿的事实，随后正式立案调查。随着调查的深
入，蒙凡发现李明学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三个罪名，作案时间长达14年，涉案单位60余
家，遍布全国9个省市，李明学对检察人员的讯问不
予配合，调查取证难度很大。但蒙凡带领反贪干
警，克服困难，行程10万余公里，调阅复制各种凭证
材料上万份，制作各种笔录材料400份，形成了严密
的证据链。最后，李明学被判处无期徒刑。

“我是一名检察官，人民和法律赋予了我神圣的
职责，特别在反腐一线上，惩治腐败更是我的信念，
只要办好案，即使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一如既
往……”这是中原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蒙
凡常勉励自己的一句话。

蒙凡不仅有在查处贪官时的雷厉风行，也有女
性特有的柔情。

2008年严冬，蒙凡到看守所提审一名涉嫌贪污
的女犯罪嫌疑人，看到犯罪嫌疑人冻得浑身打战，她
急忙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在犯罪嫌疑人身上。
随后，她又从家里找来自己的棉衣送给了嫌疑人。
此举让犯罪嫌疑人深受感动，本来一直不予配合的
犯罪嫌疑人，从此态度转变，案件顺利告破。

“犯罪嫌疑人尽管违法犯罪了，但他们也是人，
也有尊严和人格。法律是无情的，作为执行法律的
人应该有情。”蒙凡说。

2008年5月，蒙凡办理了一起贿赂案，在4个受
贿人中，其中3个都承认了，只有一个人死活不交代
问题，并有不少人为之说情。蒙凡顶着巨大的压力
继续侦查。此时，她突然感到眼睛红肿，疼痛难
忍。经诊疗，她因经常加班熬夜，得了一种罕见的
眼病，医生一再告诫她要多休息，不能熬夜。但她
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时间治疗，她的眼病从此成了
痼疾。

反贪局局长，官位不高，却是个让犯罪分子闻
风丧胆的位子。

“清贫不是耻辱，可一旦自己有了贪念，我就再
也无法直起腰来反贪。”作为一名反贪局长，蒙凡自
己也记不清拒贿过多少次，她为自己设定“三不”：
说情不准、请吃不到、送礼不要，并且与家人约定，
对于登门说情的人，不管谁在家接待，所送礼物一
律拒收。

蒙凡记不清自己拒贿过多少次，也有同学朋友
想利用她的地位拉她去做生意，但蒙凡不为所动。

一个平凡的女子，当她站在反腐惩恶的第一线
时，她就有了非同寻常的人生境界。

本报记者 王晋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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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省首批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质
的企业，蒲源十分重视企业党建，从2009年
起，在经开区同行业中率先把党组织建设
到施工一线，并为党总支提供了办公场所
和办公设施；每年拨出 10万元作为党建专
项经费；对所辖 5个支部 61名党员按每人
每年500元的标准拨付党员教育经费，确保
了基层党组织活动能常年开展。

蒲源党总支紧紧围绕“带一流队伍、
建一流企业”目标，积极推动和夯实各项
基础工作，实现党企互动共荣。结合学
习型党组织创建和“创先争优”活动的深
入开展，通过创新党员教育手段，拓展党

员教育阵地，丰富党员教育内容，完善党
员教育机制，开展党员岗位大练兵、技术
大比武等多种形式，大大提高了党员队
伍的整体素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企
业发展我该怎么办？”的大讨论，充分激
发了党员的“第一身份”责任意识；开展
了主题为“创先争优做表率，人人献计促
发展”的合理化建议活动，共收到合理化
建议 65 条；以了解人、关爱人、培养人、
启用人为抓手，深入开展了“四个培养”
（把员工培养成工会积极分子，把工会积
极分子培养成入党积极分子，把党员培
养成技术标兵和岗位能手，把优秀党员

培养成中层管理干部）活动，先后培养
15 名中层干部、一线工人入党，提拔 6 名
业务骨干党员担任公司中层干部，在为
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为企
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证。

近年来，蒲源多次为希望工程、抗震
救灾、支援老区建设、支助失学儿童、扶持
大学生创业等社会公益事业和相关慈善
机构捐款捐物，充分体现了为政府分忧、
为百姓解难的社会责任。蒲源董事长徐
胜杰也因此先后被评为“全国农村青年创
业致富带头人”、“河南省希望工程爱心人
士”，荣获“河南省青年五四奖章”。

党建，让蒲源成为有灵魂的企业，有理
想的企业，有责任的企业。企业党建让蒲
源做到在市场中发展却不在市场中迷失，
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红心”企业。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文/图

公司基层党支部一线党员在学习胡
锦涛七一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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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香玉

戏比天大。从艺 70多年，
她把对艺术永无止境的追求当
做了自己生命的全部，从义演捐
献飞机到投身扶危济困公益事
业，再到筹资设立“香玉杯”奖掖
豫剧后人，她爱国爱民的高尚情
怀和演戏先做好人的艺德，馨香
扑面。她，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
术大师常香玉。 一个平凡的女子，当她站在反腐惩恶

的第一线时，她就有了非同寻常的人生境
界。一个普通的母亲，当她肩负匡扶正义
的庄严使命时，她就必须面对亲情与事业
的抉择。

她就是中原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蒙
凡，曾任该院反贪局长，也曾是郑州辖区唯
一的女反贪局长。

夜读卷宗

地处新郑和尉氏交界处
的新郑市八千乡刘店村是一
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小村庄。
抗日战争时期，在这里进行的
“党员干部培训班”为新郑、中
牟、洧川（现属于开封尉氏
县）、长葛一带“红色事业”的
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该村
的“党员干部培训班”旧址，听
村民们娓娓道来那曾经热血
沸腾的传奇故事。

“党建，是企业更高层次的发展使命，经营与党建是企业发展的两个轮子，少一个都不行。”这是河
南蒲源防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源）党组织负责人发出的企业党建心声。

在郑州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的指导下，蒲源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提出把“打造‘红心’民企”
作为自己发展的最高政治使命，党建工作开展得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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