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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兰春：为戏奋斗一生

能唱戏成为革命人
杨兰春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上个世纪

20年代，杨兰春出生于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
村——河北省武安县，自幼家境贫寒，他读了
3年小学就辍学了，为了能给家里减轻一点负
担，也让自己混上一顿饱饭，13岁起杨兰春开
始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他做过补锅匠、讨过
饭、打过短工、当过和尚，最终他去了武安一
个戏班，签下了苛刻的契约，挨打受气。

1938年，杨兰春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
改变。当时一位八路军团长爱好戏曲，听说
杨兰春会唱戏，马上找到他说：“你是我的兵
了，跟我走！”就这样，杨兰春正式参加了八
路军。到部队后，他被分到了重机枪排，战
事很频繁，每一仗下来都会有同志牺牲。乐
观的杨兰春说，活一天革命一天，打死一个
敌人算够本，打死两个敌人赚一个，牺牲了，

我算是革命到底。在重机枪排，从首长到战
士都很喜欢杨兰春，大家都叫他“活宝”。

戏曲伴着杨兰春度过了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

笑对坎坷从艺路
新中国成立后，杨兰春被推荐去中央戏

剧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与田川、马可等人
将赵树理的同名小说合作改编成歌剧《小二
黑结婚》，大获成功。1958 年，他被打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强制下放劳动改造，险些
丢了性命。“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了牛棚。
其间，杨兰春被误诊罹患癌症，要到北京接
受手术，家里人眼里含着泪，杨兰春当时却
极平静地说，我一辈子就爱吃面条，我死了，
给我脸上浇上两碗面条我就满足了。

生活中要求非常简单的杨老，却视戏剧
艺术为自己的生命，他不重复自己，更不重复

别人，他的每出戏都有着鲜明的特色，排
演厅就是他的战场，他说演员“想打胜仗
你就得动脑子，在下面练好基本功”。就
这样，省豫剧三团排出了多部脍炙人口
的戏，更有许多唱段在群众中口头流传，
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豫剧新流派，我国
著名戏剧评论家郭汉城赞誉他是“戏改
的功臣，现代戏的闯将”。

尤其是代表作《朝阳沟》，自 1958
年诞生至今，半个多世纪已成为现代
戏的传世经典，许多脍炙人口的名段
久唱不衰,它的音符已积淀为人们心底
久远的乐声，至今在全国都具有极大
的影响力和广泛的知名度。

1963年12月31日晚，毛泽东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

《朝阳沟》。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走上
舞台慰问演职人员。当时，大家都像
孩子似的蹦了起来，争着和主席握手
合影。杨兰春说，与毛主席的合影一
直是激励他前进的动力。

艺术较真淡名利
杨兰春常常下乡找老乡拉家常，

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总喜欢提着他
的一套“小灶”家具——小酒精炉子和
锅碗瓢勺，自己下面条吃。因此杨兰
春也被大家笑称为“面条协会会长”。
大家说，杨兰春编导的戏曲之所以深受
大家喜欢，就是因为他的创作总能贴近
生活、贴近民众、贴近中原父老。杨兰
春也总说，我天生血管里流淌的是农民
的血，胸膛里跳动的是农民的心，用农
民的语言写戏，让农民喜欢看，听得美，
哼着唱。

杨兰春去世后，好友许欣、牛冠力

等人为杨兰春撰写的挽联上写道：人也留天也留
难割难舍朝阳沟 生倔强死倔强难描难绘杨兰
春。许欣说，杨兰春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孩子，
有着特有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像石头一样的
个性，只要是他认定的目标，他就会坚持到底，无
论是艺术观还是政治观，都不会人云亦云。

杨兰春的弟子、同事、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左
奇伟在回忆文章《倔老头杨兰春 我真不想让你
走！》中记述：杨兰春对钱和名利看得很淡，凡是
他帮别人改的剧本，无论改得再多，他也不让写
上他的名字，多少次从邮局寄给他的稿费，他都
写上“拒收”而退回。杨兰春说，我留什么也不给
孩子留钱。

杨兰春去世后，不少记者到其家中采访，让
记者讶异的是：老人仍住在几十平方米的旧楼
里，两间卧室和不足十平方米的所谓“会客厅”，
不仅多年没有装修，没有粉刷，甚至连破旧的床、
柜、桌、椅还多是上世纪 50年代的老家具，住室
里除一个旧冰箱和一台旧电视外，找不到一件像
样的摆设。

杨兰春的儿子杨光说：“小的时候，父亲对子
女要求极为严格，我特别怕他。父亲对姐姐和我
的关照都不多。母亲要带团下去演出，父亲把我
安排在剧场角落里看戏，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父母都在机关工作，拿工资，可是我小时候的穿
戴，连一般家庭的孩子都不如。”

杨兰春没享什么福、没潇洒过、没清闲过，为
豫剧事业忙活一辈子，想戏、爱戏、念戏、写戏，不
图官、不为财，不计个人得失，为戏熬干他毕生的
心血和汗水，为豫剧事业树起丰碑。他这一生都
是在编排戏剧，戏剧也编排了他的一生。大家称
他为现代戏大师、奠基人，然而在老友许欣看来，
这些都只是符号罢了，对于杨兰春而言，只要人
们唱起了《朝阳沟》就会想起杨兰春，这比什么符
号都重要。

本报记者 李 颖 文 杨 光 图

抗日名将董天知:天知地知浩气存
少年投身革命

董天知，1912年农历三月初三出生于荥阳
市老城南街。

董天知的父亲董钧是一位教书先生，仗
义疏财，创办学校，在当地颇有名望。

董天知姐弟5人，他排行老二。6岁入荥
阳私立煦新小学读书，成绩优异。

1927年，董天知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
学校。在此期间，结识了农民运动领袖彭湃,
他开始接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因在学生中宣
传先进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
义的罢课、游行活动，终被学校开除。

1929年5月，他选择离开河南前往北平，
不久考入了宏达学院。当年夏天，董天知在
宏达学院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互济会”，并先后担任了学院
的团支部委员等职务，并参加河北省左联、
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的活动。

193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年铁窗
1931年 7月 13日，董天知前往一个秘密

地点开会，被在那里蹲守的特务抓获，关押
在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遭受多次酷
刑之后，董天知仍不屈不挠，敌人审讯问其
姓名时，董天知称自己的名字“天知地知，你
不知我知”，由此得名董天知。最终，敌人仅
仅依据叛徒的指认，判处董天知5年徒刑。

9月，他与薄一波、殷鉴等几十人一起被
移送北平草岚子监狱，因董天知拒绝所谓的
改造和反省，被延长刑期。

1933 年冬，为了反抗监狱虐待政治犯，
狱中党支部领导难友开展绝食行动。

1935年，狱中的党组织被察觉，薄一波、
董天知等12人被敌人列为重犯，准备处以死
刑。1936年，刘少奇化名胡服前往北方局工
作，向党中央汇报了草岚子监狱的情况。9
月份，薄一波、董天知等几十名同志被分批
营救出狱。

山西新军
1936年 10月，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杨

献珍、董天知等，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先
遣队前往山西打开局面。11月，他们经过艰
苦细致的工作，对“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
进行了改组，董天知任执行委员和抗敌救亡
先锋总队总队长，并主持编辑发行《牺盟救
国》周刊。

1937年11月，董天知被派到决死三总队
（由原国民军官教导第十团改编）任政治部
主任，年底，已发展为七八两个总队，又将原
国民军官教导团第六团和第七团一部分改
编为第九总队，组成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
三纵队，董天知任政治部主任兼纵队党委书
记（不公开）。据统计，决死三纵队在半年

间，大小经过150次战斗，先后击溃敌人计有
3万余人，毙敌2000余人。

血洒太行
1940年 8月，八路军总部发动了驰名中

外的百团大战，决死三纵队接到了破坏白晋
线南段交通，拔掉日军 3个据点以牵制其兵
力的任务。

8月17日晚，董天知带领八、九团及纵队
司令部从驻地出发。20日凌晨，部队到达潞
城县城北王郭庄宿营。由于该处军事位置
优越，是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地，日寇派有 50
多人的“秘侦队”在此频繁活动。三纵队到
达后，活动在村里的密探王过计、罗群喜等
立即向日寇递送情报。日军纠集二百多人
包围了该村。

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董天知率领警卫排
阻击敌人，牵制敌人的火力。在遭遇战中，
头部中了3弹，胸部中了4弹，他和28名警卫
战士全部英勇牺牲。

为纪念董天知壮烈牺牲，平顺县当地抗
日军民为董天知建起一座高大的纪念碑，来
纪念这位抗日名将的丰功伟绩。

在晋东南抗日军民中，流传着一首《追
悼董天知之歌》:

天空中陨落一颗巨星
好像行路者失去了明灯
啊！在伟大的百团大战中你英勇牺牲
我们不用眼泪去追悼你的英魂
要继承你的遗志
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看吧！无数的人踏着你的血迹前进
胜利之花将开放在你的墓顶。

本报记者 谢庆 文/图

左图为董天知
故居

让老百姓
享受优质
医疗服务

——记市卫生局党委

夯实组织 发挥先锋堡垒作用
全市20多家市属医疗单位，130多个基层党组织，

4800多名党员，担负着全市 700多万人民群众健康保
障。这是一分沉甸甸的责任和光荣的使命。

如何促进卫生事业跨越式发展，为老百姓提
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市卫生局党委一手抓党组织
建设，一手抓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
锋堡垒作用。

市卫生局党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夯实基
层组织，注重选用党性观念强、政治素质高的支部领
导，增添了组织活力。加强改进民营医疗机构党建工
作，促进民营医院健康发展。通过开展创先争优、党
建实践活动月等系列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
性，激发党员队伍活力。

与此同时，不断提升整体素质。2008年以来，调
整、选拔了63名局机关和市属医疗卫生单位领导班子
成员以及局机关 40名科级干部。2010年，采取“四推
荐、两考试、六公开”的办法，让1144名想干事、能干事
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走上中层领导岗位，建立起一
支精简、高效、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干部队伍，涌现出郭
春园、周国平、刘恒亮、牛希华等一批优秀典型，全系
统形成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良好局面。

提升素能 发挥核心团队作用
一个个关注民生项目接踵而至，一批批优质医疗

资源倍增工程竞相开工，这是卫生系统把学习作为发
展的原动力，把创建学习型机关作为创先争优的助力
器，推动卫生事业跨越式发展所带来的喜人景象。

拓展思维，建设学习型团队，是市卫生局打出的
组合拳中的“第一拳”。 加强核心管理团队集中学习，
每月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为医疗卫生单位班子成员
集中充电。与新加坡管理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
等高校密切合作，对中层领导实施系统、全员、大规模
的高端培训和中长期研修。

开展创建“六型”机关，实施绩效考评是又一“重
拳”。2008年以来，市卫生局开展了“六型”（学习型、
法制型、服务型、效能型、创新型、廉洁型）机关建设，
建立绩效考评制度，瞄准工作目标，全程跟踪问效，有
力推动了局机关整体水平建设。

人才强卫，科技兴医，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和科
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法宝”。市卫生局大力实施

“人才强卫”战略，2008年选派31名管理和技术人员到
国内外进行高端培养。在全市卫生系统形成了强烈
的高端管理、专科建设、学术研究的“人才集聚效应”。

创新模式 重在提升为民健康
重做，落脚在为民。市卫生系统创新服务模式，

深入开展了“万名医护送健康”、“卫生局长与群众面
对面”主题活动；开通了全省第一条也是目前唯一的
公共卫生公益服务热线——12320；率先开通省内联
合预约挂号系统，大大缩短了患者候诊时间；建成片
医负责制“郑州模式”，形成 15分钟社区卫生服务圈；
举办卫生健康大讲堂，开通“卫生健康服务车”，将医
疗服务延伸到每一个角落。

2010年，新农合门诊统筹工作实现全覆盖，3年新
建 2099所标准化村卫生所，建成 96所乡镇卫生院急
救站，实现 120 急救网络全覆盖。积极探索“农村片
医”模式，让农民享受方便优质的医疗服务。

健康为民，硕果累累。近年来，在行风民主评议
中，市卫生局满意度始终位居前列，荣获全省卫生系
统政风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等荣誉称号，被省委、市委评为“五好”机关和“五
个好”机关党组织。

本报记者 汪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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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建玉：巾帼创业正当时

“我要把东街社区建成一个真正的幸福
小区，这是我就职时的梦想，也是我干着这
份工作的愿望。”因病瘦下来的海建玉声音
很洪亮。她说，她不想停下来，她想一直守
着东街，直到大家心里满意了。

东街社区属于新郑的老城区。过去，因
经济发展滞后，东街社区可谓是“一穷二
白”，没有固定资产，基础设施残缺，大多数
居民手里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

然而，这一切都因为海建玉的走马上任
发生了转变。

2001年 10月，38岁的海建玉开始任职
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上任后，经过一番调
查，海建玉把改善东街居住环境列为她履新
的第一件大事。她召集“两委”班子研究社
区改造工作，但拆迁问题成了她办好第一件

大事的“拦路虎”。海建玉鼓励大家：“我们
要耐住性子给大伙儿讲明白，我就不信，群
众不拥护为他们服务的人！”

快刀斩乱麻，理清思路后，海建玉带着
社区干部蹲守在拆迁一线，挨家挨户做居民
的工作，经过86天的努力，辖区文化北路两
侧的航天醋酸纤维厂、郑韩饮料厂两家企业
拆建改造建成文化公寓。

如今，新建成的文化公寓已成为商业旺
铺，不仅为集体增收 324万元，上缴地方税
金 97万元，也让东街社区从一个“困难户”
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户”。社区群众都
说：“东街社区能致富，功劳全在海支书。”

“群众身边事就是我工作中的最大事。”
这是海建玉常对身边人说的一句话。上任
以来，海建玉几乎是天天奔波在社区。

社区居民赵某2003年患上尿毒症，妻
子留下年幼的孩子离他而去，生活十分艰
辛。海建玉听说后，亲自跑到办事处反映情
况，经协调，民政部门很快为赵某办理了低
保。之后，海建玉又帮助他在家门口开办了
水果店。

虽然是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但老天却
没有厚待海建玉。2009 年，海建玉被诊断
出患有癌症，当她从体检报告上看到这个结
果后，她恼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就隐藏了
病情，直到同事们发现把她劝到医院。

住院后，海建玉才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
么严重，因担心身体影响工作，影响东街发
展，她多次向党组织提出辞去支部书记职
务，但社区全体党员和群众都不愿意，仍然
高票选举她担任支部书记。

在海建玉来到东街社区的 11年中，该
社区连续10年为老党员、老干部、军烈属和
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了生活补助，老人节、
春节发放了慰问金，群众福利分红人年均
940元……海建玉用她的实际行动，为东街
社区居民换来了和谐安康的好环境。

如今，病情稍有好转的海建玉又回到了
社区，虽然病痛折磨着她，但她还在倔强地工
作着。她告诉记者，她要和病魔斗争下去，这
样被打败，那就辜负了东街的父老乡亲。

本报记者 高 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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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6月 2日晚 9时 26
分，是一个令河南戏曲界尤其是
豫剧界悲恸的时刻，“朝阳沟之
父”、现代戏奠基人杨兰春“演”
完了他的戏剧人生和人生戏
剧。老人生前的犟，对戏剧的
痴，对家人的严，对同事的爱，点
点滴滴至今仍留在人们的心中。

郑州片医负责制成为全国品牌模式，健
康郑州成为文明和谐的一大亮点；

市二院病房大楼、市儿童医院（东区）建
设项目等一个个优质医疗资源倍增工程呼
之欲出；

卫生健康大讲堂、农村片医试点等一件
件关注民生的实事如火如荼地开展……

火红的七月，放眼望去，全市卫生系统
处处涌动着跨越式发展的滚滚热潮。

“作为与每个普通百姓息息相关的卫生
部门，一切工作都要立足于为百姓提供最大
的方便、最优质的服务。近年来，我们紧紧
围绕‘抓党建促发展’这一主题，全面推进卫
生事业跨越式发展，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实惠。”谈起党建与
发展的关系，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顾建
钦如是说。

少年时接受共产主义思
想，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5
年牢狱不屈不挠，因审讯时坚
称其名字“天知地知、你不知
我知”而得名天知，甚至将监
狱变成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
阵地；25岁已担任抗日高级
将领，28岁时因奸细出卖，被
日伪军包围，英勇牺牲。

这就是抗日名将董天知
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在荥阳市索河路办事处
老城南街，记者找到了董天知
故居。如今，这里已经是荥阳
市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这是一处这是一处20052005年由荥阳年由荥阳
市政府重新整修的建筑，院内市政府重新整修的建筑，院内
董天知铜像巍峨挺拔，一棵董天知铜像巍峨挺拔，一棵
500500多年的古槐记录着主人多年的古槐记录着主人
的沧桑。的沧桑。

11年来，她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拧在了社区，为群众办好事900多件，为社区创造资产800万元……
她叫海建玉，任职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东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虽然，两年前她已经被
诊断出癌症，但是当记者见到她时，她依然精神抖擞地和同事们忙着社区居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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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兰春杨兰春

海建玉（中）和班子成员一块研究工作

董天知故居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