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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马

庄村委会发生了一件“大”事，最令村

干部和村民尴尬的“借厕所”问题解

决了。干净整洁的厕所，铺设平整的

地面，美观大方的院墙，让来村委会

办事的 65 岁吉凤老人忍不住驻足细

细观看。“这得感谢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驻村工作队为我们办的大实事！”

说起村委会的厕所、路面、院墙，

村委干部李杰斌满是感慨，“以前一到

下雨天村委大院里满是泥泞，路面坑

洼不平，不少村民跟我打趣，说来村委

会办事每回都要占便宜，带两脚泥回

来。上级领导检查工作，上个厕所还

要到村民家里去，很是尴尬。”

今年六月份，县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拿出部

分经费，购买建筑原材料无条件援助

马庄。“与基层村党支部‘手拉手’改

善人居环境，提高村民幸福指数，我

们责无旁贷。”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

责人说。

今年以来，该中心充分发挥机关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构筑起联系群

众的桥梁和纽带，挑选政治素质过

硬、工作能力强的党员骨干，深入一

线驻村帮扶，参与到疫情防控、脱贫

攻坚、美丽乡村建设中。积极帮助马庄村贫困户进行春

耕春种、锄草施肥、夏粮抢收、秸秆禁烧等工作。

除此以外，该中心还积极助力马庄村发展集体经济，

改善民生。先后购买山楂、女贞子树苗300余棵；联系县

扶贫办修建柏油路900余米；筹资安装“三务”公开栏；协

调县水利局更换水表，这一系列“动真格”的帮扶行动，受

到了该村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牛宝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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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上午，张八桥镇孔庄村的一处普通院落，

一盆盆花草摆放有序，干净整洁。大门旁边的墙面

上，两块金色牌匾熠熠生辉，一块写着“光荣之家”，一

块写着“军属光荣”。

这两块牌子背后，是两代人逐梦军旅的故事。

“这两个牌子一个是我的，另一个是在西藏当兵

的大儿子凯旋的。”

戴着墨镜、声音洪亮

的曹国臣骄傲地说。

55岁的曹国臣在

部队时因公失明。回

忆起峥嵘岁月，他仍

激动不已，“俺村东南

的土头坡是解放战争

时期‘恃山阻击战’战

场，小时候我都是听

着村上老人们讲着解

放军打仗的故事长大

的，天天在心里想着，

啥时候自己也能穿上

一身绿军装？”

怀揣着“橄榄梦”，1983年，刚满18岁的曹国臣应征

入伍，被分配到西藏服役，在部队表现出色，多次受到嘉

奖。在一次通信线路紧急抢修任务中，他不幸从高处

跌落，因头部着地导致双目失明。1986年，他带着对部

队的无限眷恋与遗憾退伍。

“穿绿军装的三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哎，当兵

没当够啊……”曹国臣话语里全是遗憾。

正对堂屋大门的长桌上，一排裱好的“喜报”

（如图），记录下这个军人之家的荣光。

“这桌上放的都是俺儿当兵8年获得的奖状，2014

年是优秀士兵、2016年三等功、2017年优秀士官……”

虽然眼睛看不见，曹国臣心里却“明亮”，对儿子获得

的荣誉如数家珍。

“他把孩子这些荣誉都刻在脑子里啦，获奖年份、

荣誉名称丁点不差！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摸索着把这些奖状擦拭一遍！”曹国臣的妻子井

玉连笑着说。

井玉连说：“我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我就是

心怀着对军人的崇

敬，义无反顾地嫁给

了失明的曹国臣。”结

婚后，夫妻俩相敬如

宾，井玉连外出种地，

曹国臣在家养鸡养

猪，小日子过得和和

美美。

“日子虽然越过

越好，但他心里总是

忘不掉当兵的日子。”

井玉连说，1992年，大

儿子出生，曹国臣就

给他起名“凯旋”，并

时常讲起难忘的军旅生涯。耳濡目染下，凯旋从小就

立志要当兵。

继承父志，寻梦军旅。“我自愿要求去西藏，那是

我爸爸曾经服役的地方！”2012年11月，20岁的曹凯旋

应征入伍，主动要求去西藏服役。

守得初心本色在，乘风破浪再向前。曹凯旋在部

队8年里，受旅嘉奖1次、团嘉奖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1次、优秀士官2次、荣立三等功1次，成了部队的“尖

兵”，更成了父母的骄傲。

“选择当兵就是把自己的生死交给国家，如今凯

旋去保家卫国，圆了俺两代人的梦，我为他感到自豪

和骄傲！俺家桌子上还给他留着地方放奖状呢！”曹

国臣指着桌子的方向坚定地说。 （刘淑改）

一家两代 逐梦军旅

7月28日，赵庄镇大黄村刘太家中传出“咚咚咚”的鼓

声。这是刘太在校验鼓音，这批直径1.5米的手工牛皮盘

鼓马上就要发往上海的客户手中，每面鼓价值近7000元。

68岁的刘太是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大黄制

鼓”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着父亲和爷爷学习制鼓技艺，已

经有50多年了。他家院子里堆满了锯、刀、斧、锉等制鼓的

工具和牛皮、榆木、铁钉等原料。“我们手工制鼓用的是黄

牛皮，皮子不揭层，只做一面鼓。机制鼓大多用的是水牛

皮，一张皮能揭成4层。”刘太的老伴儿李巧也是“大黄制

鼓”代表性传承人。

66岁的黄振华曾经是赵庄镇文化站负责人。他说刘

家制鼓由来已久，相传是从唐代开始。目前有考证的进入

非遗保护名录的还得从刘太的爷爷刘长林算起，刘太的父

亲刘留柱为第二代，刘太为第三代。如今，刘太的儿子刘

高尚也学会了这门手艺。

李巧说，公公80多岁时还能做活儿，对工艺要求十分

严格，容不得半点瑕疵。前些年，一名外地的顾客拿着一

面印有“一聚兴”三个字的破鼓来到家中，说那面鼓是几十

年前从大黄村购得的。后来，他们查了族谱，确认早年间

他们家的鼓确实以“一聚兴”命名，于是就启用了旧名。

刘家的仓库里堆放着大小不一的盘鼓、腰鼓等近10个

类型的牛皮鼓。刘太说，制鼓分为木材加工、皮料加工、成

品加工三个方面，木材以家槐、桑树、榆树、椿树、桐树为最

好。把选好的干木材按照需要截成木段，再按照鼓的大小

打上墨线，用手锯锯成弓形木板，再用自制的牛皮胶黏合

成鼓桶，打磨光滑，以备张上鼓皮。牛皮以黄牛、红牛皮为

佳，放在加石灰的冷水中浸泡，待皮上毛发全部脱落，然后

用利刃刮去皮上残肉，放在通风透光处晾干备用。制作成

品时，把牛皮按鼓的大小切成圆形，张贴在鼓桶上，再用鼓

钉钉上牛皮，最后切掉牛皮毛边，刷上油漆。制作一面鼓，

有取材、定料、合圈、上漆、钉面等十几道复杂的工序，长达

两个月。由于制作工艺精良，加上采用的原料纯正，手工

做出的鼓声音清脆浑厚、震撼力强。

刘家做的牛皮鼓尺寸各异，小到直径 5 厘米，大到直

径 4 米，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价格也从数百元到上

万元不等。产品除了销往我省各地外，还远销北京、上

海、湖北等地。

（记者 杨元琪 彭程） 来源：平顶山晚报

手工制鼓 只为传承
为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和脱贫攻坚工作深度融合，7

月30日上午，县文明办联合

县卫健委、科协、林业局、周

庄镇卫生院的 30 余名志愿

者，走进周庄镇中和寨村和

林营村，为当地群众送健康、

送文化，助力脱贫攻坚。

在中和寨村文化广场，志

愿者现场摆放桌椅板凳，义务

为当地群众检测血脂血糖、

心电图、血压等，并进行科普

宣传、农技推广，发放科技手

册。在林营村果树种植现场，

志愿者们为当地果农认真讲

解果树的种植管理技术，手

把手的教果农们修剪技巧。

周庄镇林营村村民何进

良说：“果树管理培训效果非

常好，对以后果树管理有很

大的帮助，希望以后专家们

经常来指导。”（李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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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到最后时刻
越要响鼓重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