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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项城市杂技学校演播大厅，来
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的
杂技演员和该学校的演员同台献艺，一场
惊险刺激、美轮美奂的杂技正在上演。

台下，哈萨克斯坦国家马戏团团长茹
仙古丽不时竖起大拇指。伴着阵阵掌声，
茹仙古丽宣布：项城杂技学校将代表中国
参加哈萨克斯坦 2017 年文化艺术节。此
时，河南省项城市杂技学校校长、余家杂
技第十二代传承人余帅不禁热泪盈眶。

用杂技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
化。余帅耕耘不辍，带领的团队荣获“第
二届中国杂技金菊奖”，他本人被中国杂
技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会员”荣誉称号。

培育人才

余帅从小喜爱杂技。10岁起，他就跟
随父母卖艺，17岁时成为洛阳市前进杂技
团的正式演员。1983年，“不安分”的余帅
和妻子丢掉“铁饭碗”，回到老家项城组建
起“项城越野杂技马戏团”。几年后，杂技
团拥有演员 300 多名，常年活跃在广东、

上海等地，还应邀出国表演。
2000 年，余帅参加中国杂技家协会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位代表的话久久
萦绕在他的耳边：“中国杂技目前迫切需
要培育一大批人才。”

2005 年，余帅兄妹投资 4000 多万元
成立了项城市杂技艺术学校，走出了一条

“以团养校、以校促团、团校互补”的可持
续发展路子。学生在这里学习免除一切
费用，并给予生活费用。不少原本生活贫
困的孩子在这里学有所成，演绎出幸福人
生。

目前，项城市杂技艺术学校已成功为
社会输送 1000 多名杂技演艺人才，成为
全国最大的民营杂技学校。

创新发展

“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我们凭借最优
秀的杂技艺术占领国内国际市场。现在
和将来，我们要提高艺术境界，传播杂技
文化。”余帅说。

杂技的发展要靠不断创新。余帅不

仅在道具、服装、乐队等方面改革创新，还
在节目舞美的设计包装上下足功夫。余
家拿手绝活“上刀山”“过火海”“高空翻
滚”等高难度节目，在保持传统杂技惊险、
刺激风格基础上，又增添了时尚、奇妙元
素，具备了“险、奇、巧、美”的艺术特色，让
观众耳目一新。

2013 年，余帅大胆突破，将《天鹅湖》
这一作品改编成杂技《肩上芭蕾》，让杂技
演员在肩上跳起了芭蕾舞。这一节目在
俄罗斯成功演出后，该国艺术家大呼“不
可思议”。

余帅还把杂技融入主题晚会和情景
剧中，并把高科技应用其中。杂技+3D+
故事情节正成为余家杂技新的内容，一批
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精品不断涌现。

童话杂技剧《欢乐家园》《猴剧场》以
高超的杂技技术和无台词表演，讲述了保
护地球的故事。为增强节目的观赏性，近
景魔术也渗透穿插剧中。目前，这些剧目
已在国内外演出，艺术效果和经济效益都
很好。

贴近群众

杂技源于生活，属于群众。今年 5 月
10日，余帅带着他的杂技团来到项城市王
明口镇田老家村，为当地 800 名父老乡亲
免费奉上了一道文化大餐。

听说杂技团要来村里演出，200 多位
村民早早地就等候在演出地点。“我们很
开心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杂技节
目！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村
民们开心地说。

为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
更多文化服务惠及基层群众，每年，项城
市杂技学校都开展“杂技下乡”活动，把最
美、最真的情意送给村民，受到广大群众
热烈欢迎和广泛赞誉。今年，余帅还带领
他的杂技团在项城、平舆等周边县市 300
多个村进行义演。

“下乡演出的过程，也是我们汲取创
作灵感，宣传杂技文化的过程，我们将不
断扩大我们的演出范围，为更多的乡亲们
提供高品质的杂技演出。”余帅说。

余帅：用杂技艺术讲述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建 成 维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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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烟雾蒙
蒙、寒意萧萧，草色已开始泛黄。缭绕的
云雾中，走来一位老人，他腰板挺直、步履
矫健，手持羊鞭，背着水壶，胸前挂着望远
镜和收音机，不时站在高坡上眺望。

老人名叫魏德友，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九师一六一团退休职工、群众护边
员。今年 76 岁的他，与妻子刘京好常年
居住在祖国西部边陲，驻守在裕民县额敏
河畔，守望着位于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
的萨尔布拉克草原。1964 年至今，他在
边境线行走 20 万公里，责任区从未发生
过一起涉外事件。

“我只有一个心愿，也可以说是一个
人生目标，就是为祖国站好岗，守好边
境线。”魏德友说，“每天不出去走一
圈，不拿望远镜望一望，心里就不踏
实，觉都睡不好”。

一句话 一辈子

52 年前，24 岁的魏德友从北京军区
某部转业，与 30 多名战友响应国家号召，
一路西行，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六一
团兵二连。新组建的兵二连执行“代耕、
代牧、代管”任务，在边境线屯垦戍边。

“我们就是为屯垦戍边而来，大家虽
然从部队转业了，但兵团人永远是一个
兵！”初到新疆时，兵二连连长张万台的一
席话，魏德友一直铭记在心。

“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喜欢戎装
的魏德友为选择了兵团而欣喜，他暗下
决心：要一辈子为祖国站岗，坚守在边
境一线。

从此，“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
头”“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成了
魏德友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年轻的魏
德友策马疾行、巡线护边，一天的伙食，常
常就是一只馕、一壶水。在艰苦的条件
下，他与战友守护着 20公里长的边防线。

抱定了扎根边疆的信念，魏德友从山
东老家接来妻子刘京好，在兵二连安了
家。几年后，他又主动请缨到荒无人烟的
萨尔布拉克工作，拖家带口住进了半地下
的地窝子里。

“那年大丫头不到 3 岁，儿子还在吃

奶。”刘京好回忆，萨尔布拉克夏天道路泥
泞，冬天冰天雪地，“实在待不下”，她央求
魏德友：“孩子这么小，咱们能不能不去？”

“不行！这事没商量！”魏德友一口回
绝了妻子：“我肯定要去，实在不行你和孩
子留在连队，我一个人去！”刘京好拗不过
他，又担心丈夫的饮食起居，只好和他一
起住进了萨尔布拉克的地窝子。

“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这句话魏德
友从未忘记。一句话，一辈子。他动情地
说，“我为是一名兵团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屯垦戍边、维护稳定是我们的职责和使
命。我是一个兵，就要用一生，甚至用鲜
血和生命捍卫神圣的国土”。

在兵二连负责戍守的边境线，每一处
都留下了魏德友的足迹。无论是畜牧生

产，还是护边工作，他都连年受到团场、连
队的表彰，还被兵团九师党委授予劳动模
范称号。前不久，兵团党委又授予他优秀
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我就是一个兵，建设
边疆保卫边疆，都是分内的事。”面对各种
荣誉，魏德友这样说。

一家人 一群羊

上世纪 80 年代初，兵二连所属地改
由塔城地区裕民县管辖。根据上级安排，
连队百余户人家、300 余口人，将分批陆
续撤离屯垦戍边近 20 年的家园，搬迁至
其他连队。然而，魏德友却决定留下来。
他买了 3 头牛、20 只羊，打算和以前一
样，一边放牧、一边巡逻。

巧的是，边防部队也想找一名群众护
边员。萨尔布拉克边境线缺少天然屏障，
除了哨点的边防部队，也需要群众护边员
发挥作用。“老魏不走，太好了。”时任辖区
边防站连长的白松找到他：“您有经验，我
们想正式聘请您当护边员，您愿意吗?”

魏德友一口应承下来。从此，辽阔的
萨尔布拉克草原，只剩下了魏德友一家
人。每天，魏德友都要沿着 8 公里的牧
道，去边境线查看情况。寒来暑往，儿女
陆续成家，如今只有他和老伴相依守护在
边境一线。

“早就习惯了，还真不觉得寂寞。”魏
德友说，“你看，老伴陪着我，有收音机、有
一群羊，这不缺活气儿”。

魏德友的脖子上总挂着台收音机。听
收音机是他的一大爱好，边境信号不稳
定，但能听到声，能获知新闻，魏德友就很
知足了。草原风沙大，魏德友常年在外巡
逻，收音机特别容易损坏。从 1964 年来到
兵二连至今，魏德友已用坏 50台收音机。

萨尔布拉克水草丰美，却经常受到西
伯利亚冷空气侵袭，冬季狂风肆虐。每年

下雪前，魏德友就和老伴买好大米、清油，
在菜窖存储自己种的萝卜、白菜、芹菜等
蔬菜。“原来要储备一冬天的食物。”刘京
好说，儿女总是带着各种生活用品来看
望，团场和部队也都非常关心他们，现在
生活条件比原来好多了。

一次，魏德友巡逻时遭遇暴风雪，草
原天昏地暗，分不清方向，每挪一步都非
常困难。“当时感觉没有希望了。”突然，他
看见远处发出微弱的亮光，赶紧拿出应急
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边防官兵及时赶
来，救回了几乎耗尽全部力气的魏德友。

边境生活艰苦，魏德友感到遗憾的
是，妻子和儿女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前
几年，刘京好感染了布鲁式杆菌，发病时
高烧不退、全身疼痛，时常要到城里住院
治疗。

魏德友的女儿魏萍回忆说，小时候父
母经常把他们锁在家里，然后到边境线上
巡逻。孩子们淘气，会翻窗出去找父母，魏
德友和妻子看到娃娃们吓了一跳，因为草
原上时常有狼群出没，很危险。“父母后怕
得很，把我们狠狠批评一顿。”魏萍说。

一家人、一群羊，这一户兵团人家让
萨尔布拉克草原不再沉寂。老两口很少
外出，想孙子孙女了，就打电话让他们过
来住上几天。边防官兵来看望他时，魏德
友家就像过节。战士们和他们的老魏叔
总有说不完的话，开心的笑声传出很远。

一面旗 一颗心

现在，年逾古稀的魏德友依然行走在
边境线上。每到重要节日，魏德友和老伴
都要在家门口升起五星红旗。站在国旗
下，魏德友对记者说，“作为一名入党 30
多年的老党员，我清楚肩上的责任。党员
是什么？党员就是有一颗红心，为国家和
人民分忧的人”。

1983 年 6 月，魏德友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得知消息时，他还在山上执
勤，激动了一整夜。原兵二连党支部早在
1984 年就合并到其他支部，而魏德友一
直工作在一线，但 30 多年来，他从没落下
一分党费，有时托人代缴，有时自己赶到
30 公里外的团组织科缴。他还经常到边
防站与战士们一起学习，过支部生活。

从兵团退休后，魏德友和老伴每月
有近 5000 元退休金，本可过上舒适的
生活。“老魏没啥业余爱好，不抽烟、不
喝酒，就是放心不下萨尔布拉克。”刘京
好说，“每次进城，他都以最快的时间赶
回来。回到家，看到飘扬的国旗，他就
踏实了”。

儿女们牵挂着年迈的父母，央求父母
回老家山东安度晚年。魏德友倔强地说：

“现在哪也不去，等干不动了再说吧！”见
说不动父亲，儿女们就在团部买了房子，
想请父母搬过去住，魏德友还是撂下这句
话：“等干不动了再说吧！”

老伴刘京好说，“离开萨尔布拉克，他
吃饭都不香”。女儿魏霞告诉记者，“怎么
劝都不行，父亲有股子倔劲，他认定的事
儿，谁说都没用，就是要守在边境”。

兵团九师新闻中心主任贺伟说，魏德
友老人扎根边疆、不畏艰辛，默默戍守着
祖国的边境线，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出
色的答卷。他坚韧不拔、乐观向上、低调
淳朴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52 年来，
魏德友始终在践行自己的诺言，在中国、
哈萨克斯坦边境 173 号界碑旁，在辽阔苍
茫的边境线上，写下了他厚重、精彩的人
生篇章。

边境线上书写精彩人生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职工魏德友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从热血青

年到年逾古稀的老人，历经半个多世

纪，魏德友从未忘记这句话。作为老党

员、老军垦，魏德友长期工作、生活在

艰苦的边境地区，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

了屯垦戍边事业，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

执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国分忧的优良

品质。

在荒无人烟的萨尔布拉克草原，坚

守一阵子容易，扎根一辈子很难。如果

没有对伟大祖国炽热的爱，如果没有对

党的事业的执着追求，如果没有不计得

失、甘于吃苦的崇高品质，如果没有履

行兵团人职责使命的奋勇担当，怎能克

服重重困难，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长期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大

干部职工坚持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益、

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承担着维稳戍

边的神圣使命，魏德友就是这一群体的

杰出代表。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一

种朴素的情怀，一种执着的追求，更感

受到兵团大力培育的“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精神。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如今，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进。兵团正在打

造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

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

区，一定会不断涌现像魏德友一样的时

代楷模，激励兵团广大干部职工为维护

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力量。

朴素的情怀 执着的追求
乔文汇

“这两天，渭南市幼儿师范
学校到村里宣讲，不少群众对
幼师、电商等培训课程很感兴
趣。”陕西省宁强县青木川镇青
木川村“第一书记”王青芳边安
排宣讲，边向村民解释学技能
的好处。

青木川村风景秀丽，民风
淳厚，但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
施建设落后，还有不少群众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

教育扶贫

2012 年，陕西省扶贫办将
青木川村确定为省妇联的扶贫
联系点。2015 年，为进一步落
实“精准扶贫”理念，陕西省妇
联选派 46 岁的王青芳到青木
川村担任“第一书记”。进村伊
始，王青芳便走访调研，通过走
村入户、大会座谈，深入了解村
情民风，掌握了大量资料。

“这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
工了，留在村里的人受教育程
度不高，没有脱贫致富的意识，
很多家庭靠政府补贴维持生
计。”王青芳忧心不已，“扶植产
业发展，让乡亲们掌握一技之
长，唤起致富意识是当务之急”。

青木川村教师不断外流，导
致教育质量下滑，学生流失。王
青芳多方联系资金，先后投入
20多万元开展慰问边远山区乡
村教师活动，并对贫困学生进行
爱心助学，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
业⋯⋯在陕西省妇联的支持下，她还争取到6万元经费，
创建“儿童成长家园”，让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要实现长期性稳定脱贫，就要让群众有稳定的收
入来源。王青芳联系渭南市幼儿师范学校到村里宣讲，
开展定制培训教育。村里的青年人通过参加幼师、电商
等培训，最终实现稳定就业。

项目扶贫

“青木川交通不便，从宁强县城到村里不到 100公
里的路程得花 4 个小时，很难吸引到投资。”王青芳说。
去年 12 月，她邀请正在宁强县考察的陕西厚德农业集
团董事长张晓琳来青木川转一转。张晓琳爽快地答应
了，两人约好时间，可张晓琳一行大半天也未赶到。

“第一次来，不熟悉路程又堵车。我费尽周折到达
青木川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但看到王书记在寒风中
等候了五六个钟头、冻得嘴唇发紫，感觉在这里投资没
有问题。”张晓琳感动地说。

今年8月，张晓琳再次来到青木川，筹备成立公司，
计划用“人文经济+互联网经济+乡村文明建设+生态绿
色种植”模式，推进精准脱贫工作向产业化、集约化发
展，吸纳村上的贫困户进入企业工作。

“现在，一年净利润能有 20 多万元，做羌绣绝对能
致富。”在青木川的商业街上，34 岁的何艳萍经营着古
镇上唯一的一家销售羌绣的门店，已成为致富带头人。

几年前，在深圳打工的何艳萍回到家乡，开了这家
羌绣店，召集村里的妇女，一同制作绣品。可产品制作
出来了，销路却成了问题。

刚到任的王青芳得知这一情况，一边为她联系销
路，一边培训村上的妇女搭建村企结对爱心帮扶平台，
还成立了青木川村羌绣合作社，开展羌绣技术培训和展
销活动。目前，青木川村的羌绣培训已进行 3 期，有
600多人次接受了培训，共带动全村150名妇女增收。

王青芳拿出身边的一幅羌绣，跟记者算了一笔账：
“就说20块钱的产品吧，3天就可以绣一幅，一个月就可
以绣10幅，可以挣200块钱。”如今，何艳萍的小店生意
红火，村里妇女的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矢志扶贫

刚接到任命时，朋友们劝王青芳：“你现在工作安
稳，何必去讨苦吃。”“农村工作千头万绪，熬一年就回
来。”⋯⋯

王青芳没有打“退堂鼓”，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
诚和担当，将青木川村的乡亲当做亲人，全身心投入到
艰苦的工作中。她往返青木川20余次，联系专家、企业
家、爱心人士600余人，争取到扶贫资金200万余元。

“她会到老百姓家里走访调研，会把青木川的贫困
户当成亲人去帮助。”青木川村党支部书记杜晓燕说。

一年多来，王青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组建党员
微信群，紧密联络外出党员。带领村“两委”成员，以建
档立卡的65户贫困家庭为重点，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先
后组织开展了“智力扶贫”“教育扶贫”“帮困捐赠”“项目
扶贫”“产业扶贫”和“党建扶贫”等帮扶项目。

今年8月，王青芳一年任职期满。村民和陕西省妇
联都希望她留任，王青芳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这不，刚
忙完师范学校的宣讲活动，王青芳又开始组织村里妇女
加班加点赶制羌绣产品，准备参加 11 月初的杨凌农高
会，争取在农闲时间为村民增加收入。

陕西省宁强县青木川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青芳

：

带着责任

﹃
真扶贫

﹄

本报记者

雷

婷▲ 魏德友夫妇升国旗。

管述军摄
◀ 魏德友（左二）向边防

官兵介绍边情。 管述军摄
▼ 魏德友（右）与边防官

兵一起巡边。 管述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