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访《小伙儿王琛跳湖救人》背后的故事

见 义 勇 为 绝 非 偶 然
■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月 23 日清晨，市民在示范区西湖公园锻炼身体，乐享运动快乐。 近年来，我市
大力发展公共体育事业，通过对城市公园、公共绿地进行合理改造，让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进行体育锻炼。 輥輳訛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6 月 20 日，《濮阳日报》三版
刊发的《小伙儿王琛跳湖救人》，
报道了濮阳油田总医院职工王

琛在龙湖桥下救人的事迹后，引
发热烈反响，不但多家媒体跟进
转载，网友们也纷纷点赞。

当日上午，记者驱车前往濮
阳油田总医院，第一时间见到了
王琛。 当时，他正和同事忙着处
理医院事务， 楼上楼下跑来跑
去，忙得不亦乐乎，一切显得都
那么平静和自然。

“‘救死扶伤、生命至上’，不
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名医务工
作者心中的一份信念，所以当听
到有人落水的时候，我就本能地
冲了上去，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
王琛回忆说。

王琛是一名 90 后， 平常热
衷于参加公益活动，有一副热心
肠，看到需要帮助的人总忍不住
搭把手。此次跳湖救人并非他第
一次见义勇为。

2018 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在
我市濮水公园，正在跑步的王琛
看到一名在沙滩上玩耍的小男

孩突然落水，他毫不犹豫地跑过
去将那名男孩从水中捞上岸，并
将其安全送到爸爸妈妈身边。

2019 年的一天，王琛前往平
顶山出差，在返回濮阳的高速上
遇到一起车祸 ，当时车辆已经
起火 ，车主和孩子也处于昏厥
状态 。 面对紧急情况 ，王琛边
报警边救援 ，迅速采取应急措
施，将车主和孩子转移到安全地
带。

“说实话，我特别揪心，就怕
出什么意外， 但他二话不说，径
直跳入湖中救人。我真的打心底
里为他感到骄傲，他那种舍己为
人的精神让我特别敬佩。 ”讲起
王琛跳湖救人的惊险瞬间，他的
女朋友熊一頔记忆犹新。

在濮阳油田总医院，王琛主

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 ， 责任心
强，具有很强的执行力 ，在同事
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会及时为
其排忧解难，严谨细致的工作作
风和为人处世的人格魅力赢得

同事的一致好评。
“当我得知王琛舍己救人的

事迹时，我感到非常震撼 、非常
感动，同时也觉得非常自豪。 在
日常工作中，他就是一个有责任
心，善于乐于助人 ，充满正义感
和同理心的人。 ”濮阳油田总医
院人力资源部主任牛海霞说，关
键时刻 ， 王琛展现出的临危不
惧、奋不顾身的品质 ，深深地打
动着医院的每一个人 ，“跳湖救
人，见义勇为，绝非偶然，是他日
常行为的一个积累。 ”

濮阳油田总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姜东亮表示：“作为我们医
院大家庭的一员，王琛的行为也
深深根植于我们医院 ‘救死扶
伤、生命至上’的核心价值理念
之中。 虽然事发时并非在工作岗
位上，但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职
业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
已经超越了工作场所的限制。 他
的义举，正是我们医院长期以来
注重医德医风建设、弘扬大爱精
神的必然结果和最好印证。 希望
王琛的感人事迹，能够感染和带
动更多的人。 ”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危急时
刻的担当。 王琛这一跃，不仅挽
救了一个生命，更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医者仁心”的深刻内涵和
共产党员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的责任感。 “如果再遇到类似
的情况 ，我仍然会作出同样的
选择 。 在此 ，我也呼吁大家珍
爱生命 ，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
候都能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让
爱充满人间。 ”采访结束时，王琛
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一名

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
担当。 輥輳訛

本报记者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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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6 月 22 日，中
国文明网公布了 “中国好人榜” 候选人名
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濮阳聂
氏麦秆画负责人聂远征榜上有名。 请广大
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评议， 让濮阳好人好事
传得更远。

经基层干部群众、 各地文明办和相关
单位推荐，2025 年第二次“中国好人榜”候选
人事迹展示评议开始，时间持续至 6月 27日。
聂远征入选的是敬业奉献类候选人名单。

据介绍， 今年 66 岁的聂远征，8 岁即
随父学习麦秆画技艺，58 年潜心钻研，在
继承传统技艺基础上， 创造性地从平贴技
法发展出多层次粘贴、 立体浮雕式粘贴及
圆雕式粘贴等新技法， 丰富了麦秆画艺术
表现效果， 将麦秆画这一古老民间艺术推
向世界艺术长廊。 2014 年，聂氏麦秆画被
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保护名录。多年来，聂远征的作品荣获国内

外奖项 100 余项，《太平图》 荣获第六届中
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其个人荣
获河南民间文艺最高奖“金鼎奖·成就奖”。

在传承弘扬麦秆画传统技艺的同时，
聂远征还积极帮助困难群众。2003 年至今，
他和女儿免费举办残疾人麦秆画培训班，
后来又扩大至培训黄河滩区困难青年、下
岗职工等特殊群体学习制作麦秆画， 培训
人数 500 余人， 培养优秀工作者 50 余人，
成为麦秆画行业中的坚实力量。2018 年，聂
氏麦秆画列入濮阳市振兴乡村项目， 聂远
征开展非遗传承就业工作， 利用农闲与节
假日开办非遗进社区、进乡村活动，培养出
稳定的传承人群。

目前，聂远征正和其他候选人一道，在
中国文明网接受评议。 请市民朋友登录中
国文明网“中国好人”栏目，积极进行评议，
支持聂远征， 支持濮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 ⑩

曲韵当随时代，文艺应为人民。 6
月 13 日至 23 日 ，濮阳市 2025 年 “中
原文化大舞台” 惠民演出活动精彩纷
呈，台上好戏接连不断，台下掌声经久
不息，传统戏曲与现代歌舞交相辉映，
一场场惠民文艺演出引爆了龙都仲夏

的夜空。

梨园春色 唱响龙都仲夏

6 月 13 日， 南乐县目连戏排演中
心座无虚席、掌声如潮。 河南省越调艺
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艺术家以精湛的技

艺为观众呈现了越调经典折子戏 ，高
亢婉转的唱腔响彻云霄， 细腻传神的
表演令人沉醉， 演员举手投足间尽显
戏曲功底，一颦一笑皆具神韵，将剧中
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

6 月 14 日， 市工人文化宫可容纳
1200余人的大剧院内 ，坐满了等待演
出的戏迷朋友。 “四千岁，你莫要羞愧
难当……”当经典剧目《收姜维》的唱腔
响起，不少戏迷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旋律
轻声吟唱，现场喝彩声、掌声经久不息。

6 月 20 日晚，在水秀国际大剧院，
河南豫剧院二团带来了豫剧经典唱段

《穆桂英挂帅》。 当经典唱段“辕门外三

声炮如同雷震”响起，现场气氛瞬间被
推向高潮，喝彩声、掌声经久不息。

…………
“平时都是在电视上、在收音机里

听戏， 这一次到现场观看演出感觉非
常好，节目太精彩了。 ”老戏迷郭先生
激动地告诉记者。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 让老戏迷过
足了戏瘾。 每到精彩时刻，剧场内掌声
此起彼伏，观众叫好声连连。 高亢婉转
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演，独具匠心的
舞台设计、灯光音效、服装，让现场观
众仿佛穿越时空， 感受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

据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让群众能在家门口欣赏到高水平的

演出，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次活动邀请河南省豫剧院二团和河

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在我市各
地演出 《穆桂英挂帅》《收姜维》《程婴救
孤》《风雨情缘》《抬花轿》 等 7场传统经
典剧目。 同时，邀请河南交响乐团在市
工人文化宫大剧院举办交响音乐会。

10元票价 突出文化惠民
我市 2025 年 “中原文化大舞台”

惠民演出活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和低

价位售票的方式，票价仅为 10 元。 这
不仅让每一个人都能轻松购票， 更彰
显了文化惠民的初心， 也点燃了群众
走进剧场观看演出的热情。

记者在剧院门口看到， 前来观看
演出的群众或是父母带着孩子， 或是
子女陪着老人。 “我外公是老戏迷，只
花 10 元就能现场观看戏剧名家的表
演怎么能错过。 我看哪儿有演出，就开
车送他们去看。 ”市民刘先生说。

“花一顿饭钱就能在大剧场观看
精彩的演出，这钱花得非常值。 ”市民
王先生说。

票价只需 10 元，就能在家门口现
场观看省内戏剧名家的精彩表演 ，戏
迷朋友直呼票有所值。

从以往的漫天撒网式免费送票 ，
到如今引导群众花钱买票， 这小小的
改变打破了以往文化惠民活动中群众

免费看戏、 找人情票看戏的旧观念 。
“让愿意看戏的人买得起票，不仅能把
惠民文化活动精准地送到有需要的群

众手中， 也能培养群众买票看戏的文
化消费习惯。 ”市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
员说。

票价虽低，但质量不减。 为了保证
演出质量，“中原文化大舞台”惠民演出
以整剧为主，兼顾名家名段，剧目主要
安排近年来在省、市级赛事中获奖的精
品剧目，以及新创作推出、深受观众喜
爱的优秀剧目。

“这个演出团队好棒， 以后要多多
了解一下。 ”“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 ”
“活动非常精彩，出乎意料的表演，让人
惊叹。 ”……

剧场内，演员们用心表演，用婉转
的唱腔、 精彩的表演赢得阵阵喝彩；屏
幕前，还有一群粉丝在云端观演，并用
手指不断敲击出激情评论。

据介绍， 为了把好事办实办好，办
出成效，我市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
特别是新媒体平台 ，及时跟进报道活
动进展 ， 提高覆盖面和影响力 。 此
外 ，我市对演出剧目 、演出场地 、演
出场次作了精心组织安排 ， 力求把
“中原文化大舞台 ”打造成真正的惠
民文化品牌 ， 努力做到让优秀剧目
演起来、文化场地用起来、文艺工作者
动起来、人民群众乐起来、核心价值观
活起来。 輥輳訛

本报记者 宋仁志

本报讯 （记者 吴丹） 6�月
18�日，市红十字会与河南体彩濮
阳分中心联合开展 “微光行
动”，为 29�名大病患儿 、造血干
细胞志愿捐献者及遗体器官捐

献者家属送去关怀，传递社会正
能量。

当日上午，慰问物品集中发
放活动在河南体彩濮阳分中心

会议室举行。 活动现场，市红十
字会与河南体彩濮阳分中心代

表向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遗体器
官捐献者家属致敬，称其善举如
微光汇聚，彰显人性光辉。 同时，
为大病患儿准备了体育用品、文
具书籍等慰问物资。

活动结束后，相关负责人走
访特殊困难家庭。 在白血病患儿

家中，他们了解患儿的治疗和生
活情况， 鼓励患儿战胜病魔，并
送上文具书籍。 在遗体器官捐献
者蔡峻虎家中，负责人与家属拉
家常，表达对捐献者及其家属无
私奉献精神的敬意，并送上米面
油等生活用品。

今年，市红十字会在救助大
病患儿方面成效显著 。 截至目
前， 市红十字会已为 21 名白血
病患儿拨付 67�万元救助金 ，13�
个家庭的救助申请正在审批，还
资助 8�名先心病患儿 17.5�万元。
此次 “微光行动” 不仅给予特殊
家庭物质帮扶，更传递了对生命
尊严的尊重，增强了受助家庭战
胜困难的信心，也激励更多人投
身公益事业。 輥輳訛

本报讯 （记者 张岚岚 通讯员 李
雪 刘少辉） 进入夏季，每当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濮阳县的夜晚便焕发出别样
活力。 尤其是濮阳县文化广场，灯光璀
璨，游人如织。 小吃街升腾起浓郁烟火
气，商户吆喝声引来火热消费潮，一幅
活力满满的城市夜生活画卷正徐徐展

开。
6 月 15 日晚， 记者走进濮阳县文

化广场，眼前呈现出一派繁华热闹的景
象，街道上车水马龙，店铺里灯火通明，
小吃街更是人头攒动。香酥金黄的炸鸡
柳、滋滋作响的铁板烧、软糯香甜的麻
薯蛋糕……各具特色的美食摊位前，食
客们排起长队，商户们热情洋溢，手脚
麻利地招呼顾客、打包食物。

一家自助烧烤店门前，很多食客正
坐在商户门前的小凳子上排队，等待一
场酣畅淋漓的美味盛宴。饭店服务员一
边给顾客取号一边说：“夜市的火爆给
我们带来了明显的客流量，店里经常生
意爆满，营业到凌晨 2 点还不打烊。 ”

入夏以来，濮阳县文化广场夜市日
均客流量持续攀升，有力带动了周边商
圈营业额增长。 从街边美食到鞋袜服
装，从手机贴膜到日用百货，从鲜花手
工到儿童娱乐，一个集“吃、穿、购、娱”
为一体的夜间消费生活圈逐渐形成，越
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体验不一样的
夜间生活。

市民张女士在一个潮品店给儿子

买了几个考古盲盒，价格不贵、设计新
颖。她高兴地说：“县文化广场夜市越来
越热闹，特色小吃应有尽有，各种小商
品紧跟潮流，感觉濮阳县城也有了大城
市的时尚范儿！ ”

近年来，濮阳县不断丰富“夜经济”
消费业态， 聚焦群众服务体验升级，从
夜食、夜购到夜娱，打造特色夜生活圈，
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需求，
让夜间经济不仅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

擎， 也为丰富居民夜生活提供新动力，
让龙乡的夜晚 “亮 ”起来 、消费 “火 ”起
来、人气“聚”起来。 ⑨

———濮阳市 2025年“中原文化大舞台”惠民演出活动侧记

好戏连台引爆龙都仲夏夜

目前正在评议 请积极支持濮阳市开展“微光行动”

“今年我一定要去趟濮阳”

濮阳县

“烟火气”旺起来“夜经济”燃起来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 “东风夜
放花千树 。 更吹落 、星如雨 。 宝马雕
车香满路 。 凤箫声动 ，玉壶光转 ，一
夜鱼龙舞……”6 月 20 日晚，2025 首届
浙江（平阳）楚望古琴文化惠民周活动
开幕式上， 来自濮阳的古琴师张中亚，
以一首炫歌《青玉案·元夕》，让现场观
众陶醉其中。

演奏中， 只见张中亚指法精妙，情
感表达细腻入微， 琴音时而如泣如诉，
时而热烈奔放，将乐曲中蕴含的深挚情
意与动人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整曲演
奏一气呵成，韵味悠长。

2025 首届浙江（平阳）楚望古琴文
化惠民周活动， 通过名家雅集、 学术研
讨、文化展览等多种形式，共同探讨古琴非
遗与文旅的融合发展之路，旨在提升公众
对古琴文化的认知度与鉴赏力，多维度

展现古老琴艺在新时代焕发的多彩生

机。张中亚由于在我国古琴推广事业中
的非凡贡献，受邀参加此次活动。

张中亚是目前国内较有名气的青

年古琴演奏家、弦歌演唱家、斫琴师，现
任中国乐器学会古琴学术委员会理事、
河南省古琴研究会副会长 。 2019 年 、
2025 年， 张中亚先后两次代表濮阳参
加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演出，为我市争得
了荣誉。 其创办的“和锦堂”古琴，也是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本次文化惠民周上，张中亚不仅在
开幕式登场演出，还参加了中国乐器学
会古琴专委会扩大理事会，主持了弦歌
快闪音乐会并演唱弦歌《我的太阳》、李
商隐的 《锦瑟》， 受邀参加斫琴师作品
展。其作品还入选了首届“平阳楚旺”古
琴惠民艺术周全国民坊琴展。 輥輳訛

“濮阳好声音”奏响浙江古琴文化惠民周

“今年我一定要去一趟濮阳， 听听
濮阳的戏曲，看看濮阳的杂技。”6 月 15
日晚，新疆哈密伊吾县下马崖乡民族团
结广场，当地居民周琴在欣赏完濮阳的
豫剧后，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

当晚，“同饮一脉水 共唱一首歌”
伊吾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

晚会在此精彩启幕，正参加 2025“春雨
工程”濮阳市文化旅游志愿服务边疆行
的濮阳市戏剧传承保护中心的文化志

愿者们，为晚会献上了精彩的节目。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

清闲……”市戏剧传承保护中心的郭灿
字正腔圆的表演，让包括周琴在内的很
多观众，都禁不住大声跟唱。此外，豫剧
《三打白骨精》《抬花轿》《穆桂英挂帅》
等，也都让观众为之陶醉。 周琴说：“我
特别喜欢听戏，尤其是豫剧，自己也会
唱几段，河南我去过很多城市，就是还
没去过濮阳，听说濮阳是个‘戏窝子’，
今年我一定要去一趟濮阳，希望能好好
学几段豫剧，分享给伊吾的朋友们。 ”

连日来，不仅是在新疆，就是在近
邻山东，濮阳戏曲也深深打动了当地群
众。 6 月上旬开始，“豫见齐鲁·山河有
约” 跟着戏剧游中原 2025 河南文化旅
游（山东）推广周活动中，濮阳以戏剧为
纽带，在齐鲁大地展现了“满园春色，姹
紫嫣红”的戏剧文化。

“看罢了杂技往前走， 碰见了满脸
油彩的孙猴子，呔嗨一声台上站，霎时
间妖魔鬼怪都慌了神。 叫大家听仔细，
濮阳的戏曲有名气。 大平调柳子戏，粗
犷豪放的大弦戏，有豫剧有曲剧，四平

调还有大罗戏儿， 光剧种俺有二十一，
大濮阳可是一个戏窝子……”6 月 10
日， 豫剧演员梁珂珂从濮阳高铁站出
发，一路走一路唱，在路上就收获了无
数游客的掌声。

在山东菏泽推介会现场， 濮阳 14
岁的小梅花奖小状元张坤磊，一个跟头
从黄河岸边翻到舞台上，用敏捷的身手
技惊四座，点燃现场气氛。 濮阳精心打
造的集戏剧、杂技和景区推介、文创展
示、美食于一体的 8 分钟的节目，一亮
相就收获了现场叫好声连连。台上表演
技艺精湛，台下互动妙趣横生，让山东
观众看到了龙都濮阳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上的传承，更让传统戏曲在新时代
熠熠生辉。现场观众刘超为张坤磊饰演
的孙猴子的敏捷身手连连叫好。他也说
出了和周琴一样的话：“真好， 真棒，我
孩子和‘小猴子’年龄差不多，一放假我
就要带着他去濮阳，听几场大戏！ ”

西赴新疆，东上山东，濮阳以戏剧
为舟、山河作答的文旅创新实践，在山
东四城、 新疆伊吾联袂奏响文旅交响
曲。 市文广体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濮阳地区尚有稀有剧种 21 个，堪称
“中国戏曲之乡”。 平均 20 平方公里内
就有一个剧团， 几乎每天都有戏剧演
出。 近年来，濮阳持续推进“戏剧 + 文
旅 ”模式 ，从剧场到村庄 ，从台上到台
下，戏剧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景
区……编织出一幅绚烂长卷，文化“软
实力”正成为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硬
支撑”， 吸引着更多游客到濮阳、 游龙
都。 輥輳訛 本报记者 袁冰洁

濮阳聂远征入围“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6 月 23 日， 市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阳光护童项目社工在范县颜村铺乡侯谢
完全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輥輳訛 本报记者 高崟人 通讯员 鲍润华 摄

6 月 23 日，中原大化公司开展常用急救技能暨安全警示教育培训，特邀濮阳市
人民医院急诊科专家授课，筑牢夏季健康第一道防线。 輥輳訛

本报记者 僧少琴 通讯员 崔建凯 摄

濮阳县文化广场夜市摊位前，群众在挑选心仪的商品。 本报记者 张岚岚 摄

（上接第一版） 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思
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各地各部
门在整治违规吃喝过程中，务必将实事
求是挺在前面，注意区分违规吃喝和正
常餐饮消费，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达
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 整治违规吃喝同进行正常消
费、促进市场繁荣并行不悖，要注重治

理的方式方法，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
检查，不得影响餐饮行业正常经营和群
众正常消费， 不得违背政策搞一刀切、
层层加码。

整治违规吃喝，既不能“走神”更不能
“散光”，有的放矢才能求得实效。 以优良作
风凝魂聚气、凝心聚力，必能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注入清朗强大的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