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被誉为“温暖人间的最美风景”，是城
市的文明底色。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一定是一座大美
的城市。 这温度就是“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所汇聚的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在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征程中，一大批志愿
者团队和个人挺身担责， 通过创新各种特色志愿项

目，积极参与到政府公共服务事业中。 “积沙成塔”所
汇聚的文明力量， 正在不断推进我们的城市变得更
好。

即日起，本版陆续推出“志愿者风采”系列报道，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团队和个人，通过他们的志愿服务
之路，展示我市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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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周口慈善爱心粥屋的那些人和事儿
记者 徐启峰 文/图

������文化与国脉相牵。 在“文化自信”
的征程上，杂技是中国的国粹。

作为集“惊、险、奇、美”于一身的
中国特色舞台艺术，杂技拥有悠久的
历史、传承的根脉、广泛的群众基础，
是对外交流的文化名片，散发着独特
又璀璨的光芒。

文旅兴一方产业。 在助力“道德
名城·魅力周口”的建设过程中，杂技
正在成为周口的骄傲。

1977 年 8 月，在项城县（今项城
市）秣陵镇邮电所院内，出土两件珍
贵的东汉铅釉红陶戏楼，其中一件中
的人俑，右腿前弓，左腿跪地，右手心
一弹丸作欲上抛状， 左手掌平伸向
上，似一弹丸已经抛出，双目仰视空
中的弹丸。 这古老杂技“抛丸”的形
象， 是近 2000 年前这门艺术即存在
于周口的证明。

时过境迁，虽然在 2004年周口被
评为全国唯一的地市级 “中国杂技之
乡”， 虽然周口杂技团体一直在市外、
省外、甚至国外很活跃，但这些对于很
多周口人来说，“杂技”一词是陌生的，
曾经令人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节目，
在杂技发源地周口竟然成为“小众”。

“小众” 意味着生存土壤的萎缩，
意味着杂技艺术发展面临的传承危

机。对于这些问题，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余家杂技”第十二代代表性传承
人余帅早在 2000年就意识到了。

出身杂技世家的他，在当时采取
了哪些行动呢？

直面问题谋求发展出路

办杂技学校显传承初心

余帅的老家是项城市秣陵镇，正

是前文提到的东汉陶戏楼出土的地

方，这是奇妙的历史缘分。据余家家谱
记载，清朝中叶至今，余家杂技传承至
今已有 250余年历史。 “余家杂技”以
兼容硬功、软功、魔术、马戏、杂耍等基
本内容为特色，保留的传统节目有“上
刀山”“过火海”“古装马术”“柔术滚
灯”等 20余个。在民国初年，袁世凯的
岳父、大财主于鳌，曾邀请“余家杂技”
第九代传人余思明带班在淮阳太昊陵

庙会上演出余家祖传绝活 “上刀山”，
所展示的各种惊人技巧轰动了方圆数

百里的老百姓前往观看。
到余帅这一代， 家中兄弟姐妹 6

人全部从事杂技，1962 年出生的余帅
6岁跟随舅舅张金名学习杂技。走南闯
北 20 余年后，余帅逐渐成长，携余家
杂技团走出国门，先后到韩国、美国、
澳大利亚、缅甸、摩洛哥等国演出，成
为中国杂技界的一面旗帜。2000年，余
帅在北京参加中国杂技家协会第四次

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当时的中宣部长
谆谆叮嘱：“杂技作为国粹，要发展好、
传承好、创新好，把下一代培养好。 ”

一语点醒有心人。 彼时余帅已经
意识到传统杂技团常年在外地奔波，导
致了在周口渐无人知的局面，本地群众
基础逐渐薄弱；加之经常流动演出带来
人才分散、流失的弊端，造成杂技人才
培养困难；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和生活水
平的提高，杂技团在招募新人时经常面
对家长“吃了这几年青春饭，今后怎么
办”的顾虑，很多好苗子招不来。该怎么
做才能既契合时代要求，又有利于杂技
的传承呢？ 余帅思考着。

从北京回来后， 余帅向省杂技协
会汇报，提出自己的困惑。这时一名领
导说：“要不要考虑在家乡办所杂技学
校？ ”

对呀！余帅灵光乍现。办所学校能
保证孩子们训练的同时接受九年义务

教育，前途有保障；人才可以集中培养，
还能在家乡打造知名度。带着美好愿景
和满腔热情回到项城后，余帅立即和兄
妹几个商量着在当地办一家杂技学校。
经过数年努力，余家倾其所有，项城市
杂技艺术学校终于在 2005年建成，当

年招收第一届学员 30余人。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簇在豫东平

原上点起的杂技教育小火苗， 会在
17 年后达到在校杂技学员 500 余人、
具有中职办学资质、全国杂技教育第
一大阵营的规模。

练杂技学文化花开并蒂

全免费重培养高端人才

在今年教师节、中秋节“双节”即
将来临之际，记者一行走进余帅创办
的学校。 历经更迭，曾经的项城市杂
技艺术学校如今成长为项城市第二

中等职业学校，占地 38 亩，除了杂技
与魔术表演专业，还开设有计算机应
用专业、舞蹈表演专业、社会文化艺
术专业、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 “余家
杂技” 的大旗也交到余帅的儿子、第
十三代传承人余伟华手里。

穿过学校大门后左转 ， 进入 1
号训练大厅， 瞬间就被杂技世界淹
没： 大厅里有 60 多个孩子， 年龄 7
到 12 岁不等， 有的在练蹬人技巧 ，
有的在练抛物技巧， 有的把草帽耍
得出神入化……看着眼前的热闹景
象， 校长余伟华介绍道：“这些是杂
技中的中等技巧训练， 是完成基础
训练后可进行的项目。 ”

离开 1号训练大厅， 在美丽校园
行走一段，就来到 2号训练大厅，这里
是专门训练《空中大飞人》《大飞轮》等
大型、高难度杂技节目的地方。在专业
防护网上，训练《空中大飞人》的小演
员们凌空飞驰，跳跃旋转，赢得了教练
的肯定和同学们的掌声。记者了解到，
即使是天赋好的孩子，苦练《空中大飞
人》至少也需要 3年时间。

在综合教学楼 1 楼，是一间间杂
技基础训练教室， 专门训练基本功。
每间教室十几名孩子配备一名专业

老师，在指导和保护下练习。 一名小
朋友刚练 1 年，就向记者展示空手连
翻数个跟头的“绝技”。 经询问，学校
杂技教师来自全国各地，有在“余家
杂技”练成后转型成教练的，还有从
开封杂技团、河北吴桥等地聘请的都

是成绩耀眼， 经验丰富的优秀教练。
河北吴桥人尹祖军刚到项城当老师

3 个月， 今年 47 岁的他已从事杂技
39 年，其单车技巧曾经获得过第十三
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金奖。当问到
为何要从北边的“杂技之乡”跑到南
边的 “杂技之乡”， 选择余家杂技学
校，尹祖军回答：“慕名而来！ ”

为了解孩子们上文化课的情

况， 记者来到杂技与魔术表演专业
文化课教室。 在这里，教授文化课的
罗老师向记者展示了一张课程表，7
至 9 年级学生的课这样排列： 每天
都有早读 ，周二 、四 、六下午安排上
语文 、数学 、英语 、思想品德 、历史 、
地理等与普通中小学及中职教材同

步课程 ，周三 、五 、日晚上安排有晚
自习。 “这些文化课是针对杂技学员
特点制定的， 孩子们都有学籍并在
教育部备案， 这样他们毕业即有中
专学历， 为他们以后学历提升奠定
基础。 ”罗老师说。

据余氏父子介绍，学校的杂技与
魔术专业全国招生，年龄 7-16 岁，一
经录取免收一切费用， 包括学费、食
宿费、书杂费、服装费等全免。 “我们
粗略核算过， 每个孩子每年投入 2万
多，从入学到毕业，需要花费 15 万余
元。 ”余伟华说。学校与全国 30多家文
化旅游演艺企业签订了定向培养协

议， 并采取校内训练与校外实习相结
合的培训方式， 分期分批安排学生到
宋城演艺、方特欢乐世界、横店影视城
等地实习就业，与家长签订就业合同，
保证就业率 100%，成绩特别优秀者推
荐出国演出， 旨在培养全世界紧缺的
新型杂技艺术人才。 “我们以培养‘高、
精、尖’艺术人才和‘一专多能’人才为
目标，确保高端就业。定位高才能越走
越高，周口杂技的形象才会越来越好，
发展前景才会越来越广阔。 ”余帅说。

从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的余

伟华告诉记者， 他小时候练杂技，长
大了学美术， 现在帮助爸爸管理学
校，丰富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全面发展
思维。 在项城市第二中等职业学校，
杂技学员要上舞蹈课， 舞蹈专业、社

会文化艺术专业学员也要练习基本

杂技技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来
文化课老师会变一手魔术也不稀奇。

应时代之需担社会责任

立古老大地促杂技新生

谈到学校，谈到学生，余氏父子的
神情最为柔软。论及学生的变化，他们
讲述了“三兄弟”的故事。 这三名兄弟
是孤儿， 由年迈的奶奶抚养， 生活艰
难。 2006 年起，他们先后进入学校学
艺，如今老大留校，月工资近万元，老
二老三学成在外演出， 每人月工资
7000 余元，现在学校还聘请他们的奶
奶为生活老师，又领取了一份工资。这
个家庭从曾经步履维艰到现在月入两

万多元，转变非常大。如今三兄弟阳光
向上，对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在脱贫攻坚时期，我和父亲始终
秉承着办学初衷， 始终坚持免费培养，
免费吃住，不放弃每一名可造之才。 因
为‘余家杂技’不是一家的杂技，我们始
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创造更多就业
机会，帮助更多家庭脱贫，为周口、为河
南、为国家培养更多杂技人才。 现在国
家进入乡村振兴新阶段，这意味着我们
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和承担更重的责

任，而且周口对文旅文创产业越来越重
视，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培养更多学生、
好好培养学生，发挥‘余家杂技’的产业
价值，让周口‘中国杂技之乡’这张文化
名片传播得更加广泛、更有品位、更有
魅力。 ”余伟华说。

下一步，余氏父子计划扩大办学
规模，努力建设成为高职学院，让练
杂技的孩子拥有大专学历。 “目前杂
技专业最高学历只有中专，孩子们要
上大专只能攻读舞蹈、戏曲等这些关
联学科，如何提高杂技专业教育层次
确实是目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杂技
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余帅说。

采访结束， 恰逢练杂技的孩子们
吃过午饭从食堂出来，他们身着“余家
杂技”统一服装，从刻有“校训、校风、
学风”的围墙下走过，带着自信的神情
和风采走向周口杂技新的未来。 ②16

开栏的话

爱心粥屋志愿者在分餐

余家杂技：“中国杂技之乡”的人才摇篮
记者 刘彦章 乔小纳 /文 刘俊涛/图

走过““校训、、校风、、学风””墙下的杂技学员

■“志愿者风采”系列报道之一

繁忙黎明 紧张备餐

9 月 6 日早上 3 点半， 川汇区药
械厂退休工人吴新民准时醒来。 喝下
一杯凉白开，服下两片降压药，简单洗
漱后， 他骑车到离家不远的文昌大道
爱心粥屋煮粥。

4 点多， 能盛近 300 碗粥的大锅
里水汽升腾 ， 吴新民把火调小了
些———文火慢煮， 大锅粥才有醇厚黏
稠的味道。

5点，贾玉振、邵经歌、程素琴准时
赶来备菜。葱姜切丝，冬瓜切片，热油炝
锅，依次倒入香料、葱姜丝、水发木耳、
冬瓜片、人造肉，大锅菜的香气弥漫。

5 点半， 其他 7 名志愿者陆续赶
来，准备分餐。粥屋前，环卫工人、周边
贫困老人慢慢聚集，这一天，有 130 多
人前来就餐。

将近 6 点， 志愿者常虹指挥人员
排队领餐，队伍秩序井然。身强力壮的
邵经歌健步如飞，来回端运粥、菜，几
位女志愿者一字排开，打粥、盛菜、发
馒头，配合默契，行云流水，早餐很快
分完。

领过餐， 环卫工人各自骑向工作
点，受疫情影响，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
聚餐，而是带到工作点去吃。 “又能吃
到热菜热汤了，我们很高兴。 ”环卫工
人张师傅说。疫情期间，爱心粥屋几度
停运，他们非常怀念有免费热粥、热菜
供应的早上， 这几乎是他们一天中最
期待的时刻。

6 点半，一番清洗后 ，粥屋落锁 ，
志愿者散去。 贾玉振是川汇区某局工
作人员 ， 周口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 ，他要值早 7 点半的志愿岗 ；常虹
要去学校上班 ，今天有课 ；有人去张
罗自家的门店生意；有人送孙子孙女
去上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晨风吹过 ， 那一阵繁忙似乎了无影
踪，但是寒来暑往、风霜雨雪，这座城

市已经记取了他们的容颜———周口

慈善爱心粥屋志愿服务队。

凡人小善 五年不辍

2017 年，太康县爱心粥屋的善举
已经闻名全国，范可（周口慈善爱心粥
屋现任秘书长） 带着朋友十几人来到
太康县，为爱心粥屋捐款捐菜，准备做
一次志愿者。

那是暮春，早上 6 点钟，粥屋前围
坐了 200 多位环卫工人及弱势群体，
志愿者把做好的粥、菜端上桌，脚步轻
盈， 服务细致入微； 就餐者感恩而坦
然，餐后把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施与
者与受施者，笑容温暖纯净，涤荡着周
口志愿者的心灵。 “太震撼了，太感动
了，周口中心城区的环卫工人更多，我
们也能创建类似的爱心粥屋。”他们有
了这样的想法。

太康爱心粥屋志愿者知道他们的

想法后，提醒说，这是个细水长流的善
事， 你们有长期志愿服务的思想准备
吗？如果筹不到足够善款，需要个人垫
钱，你们能支撑多久呢？

范可一行深入探讨， 自认有时间、
有余力、有资源去帮助别人，周口爱心
粥屋一定能做起来。 “如果不去尝试，我
们会很遗憾。 ”志愿者们达成一致意见。

首先是善款筹集。 他们建起爱心
粥屋志愿者群， 发动各自亲友加入，亲
友团很给力，纷纷捐款捐物，爱心粥屋
很快筹得第一笔善款。志愿者们在八一
大道北花园附近租了 1间门面房，买来
厨具、餐桌、食材，一家地产公司还赞助
了上百套餐具。万事俱备。当年 7月 19
日，爱心粥屋正式开张了，第一天就有
上百名环卫工人来就餐。以后人数越来
越多，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流浪人员也
来就餐，他们一概不拒。 2018 年，爱心
粥屋在沙南开了一家分店，服务更多的
弱势群体。 两个粥屋，最高峰时一天迎
来 500多位就餐者。

“粥屋能够顺利运营，志愿者的无
私捐献很关键。”爱心粥屋发起者之一
邓文英说， 他们总共组建了 5 个爱心
红包群，群友达到 700 多人，爱心粥屋
运营所需的费用， 大多数是志愿者捐
赠出来的。他们从来不在群里劝捐，捐
赠全凭心意， 一般在 1 元到 10 元之
间，积沙成塔，涓滴爱心支撑起爱心粥
屋。 经济富裕的志愿者， 家里遇到喜
事，就包粥一天或数天。包一天粥的费
用以前需要 300 元， 随着就餐人数增
加，现在包粥一天要 500 元。一位不愿
透露的志愿者在自家晚辈结婚时，捐
赠 6000 元，创下包粥最高纪录。 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每有包粥发生，群里都
洋溢着快乐的气息， 大家纷纷向包粥
人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社会捐赠常常不期而至， 近年来
送米、面、油、菜的单位和个人日见增
多。 衣食苟给足，礼义自此生，经济社
会的发展，让爱心粥屋得到更多应援，
走得更远。

“当然也离不开政府职能部门及
慈善机构的支持与监督。”范可说，“上
级部门提供了很多帮助， 也督促着我
们规范运营，时刻提醒着我们，要慎始
敬终，把这份爱心持续传递下去。 ”

一支相对稳定的志愿服务队伍对

于爱心粥屋同样至关重要。爱心粥屋一
周营业 6 天（周日歇业），把它运营好，
需要持久的热情、绵长的耐力。 时间考
验着世间一切，包括爱心。一些志愿者，
因为种种原因，慢慢淡出团队，这都可
以理解， 爱心不应该成为他们的负担，
只要为爱心粥屋作过贡献，他们都值得
感谢。 令人欣慰的是，更多的新人不断
加入，志愿者团队一直在壮大。

沙南沙北两个粥屋， 每个粥屋每
天需要十多名志愿者， 负责采购、熬
粥、煮菜、分餐、清扫、清洗工作。 每天
早晨最晚 5 点半，志愿者就要到位，20
多位铁杆志愿者成为服务的主力军。

刘二海、喻萍、吴新民等志愿者，每

次值勤都在早上 4点准时赶到，生火煮
粥，尤其是冬天的早晨，十分难得；

车国防、贾玉振、苑述光、孙晓丽
等志愿者擅长厨艺， 一周值勤少则两
三天，多则全周无休；

爱心粥屋宣传委员彭艳是一家养

发馆的老板，生意很忙，每天都要抽出
大量时间，整理文字、图片，做出视频，
及时播报；

舞韵舞蹈团团长刘文红带着团里

姐妹，每周六在沙南粥屋值守，还经常
捐菜捐物；

……
都不过是凡人小善， 但是乘以时

间的系数，5 年逶迤走来， 这份爱心，
厚重如山。

米粒之花 牡丹之艳

“一开始是爱心，到后来就变成了
责任。 ”邓文英说，爱心粥屋坚持这么
久，有赖于每个志愿者的精心维护，把
这张公益名片越擦越亮。

5 个爱心红包群都有一名记账
员， 她们每天晚上都要仔细统计一笔
笔捐款，及时公布收支明细，把每一分

善款的去向交代得清清楚楚。魏亚丽、
石玉清两位大姐不仅是勤勉的志愿

者，还是大家信赖的记账员，她们说：
“信息透明了，大家捐款心里也就敞亮
了，爱心粥屋永远都是明白账。 ”

今年 8 月， 文昌大道一家属院发
现一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爱心
粥屋受到波及，被迫停运。 9 月初重启
时，志愿者们发现，以前存放的大米生
了虫子，“虫子不多，放在自己家，淘洗
一下，将就着也能吃，但是面向社会供
餐，不能有一点含糊。 ”他们达成一致
意见：倒掉旧米，买进新米。

他们的慈善脚步还走出爱心粥

屋，为周口马拉松、省运会、残运会等
大型赛事提供志愿服务， 熬制的姜茶
广受好评；持续参加“金秋助学”“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 为贫困大学生捐款；
积极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派出多
支队伍义务打扫卫生……在周口众多
公益组织里，爱心粥屋的活跃度极高。

发生在今年 6 月的那次搬家经

历，让志愿者们深深感受到，他们不仅
是在服务他人， 做公益也成为他们的
精神依托， 爱心粥屋在他们心里的分
量，很重！

北花园就餐点是爱心粥屋的起

点，坚持了近 5 年。 今年 6 月 9 日，粥
屋拆迁，他们被迫搬家。 搬家那一天，
志愿者来了很多， 手拉肩扛， 有说有
笑，但是眷恋与不舍都在脸上写着。落
上门锁，邓文英悄然落泪，大家寂寂无
声。 彭艳在每日播报里写道：两扇门，
一把锁，带着 1825 个黎明，永久封存！

怎能忘记旧日欢乐时光， 辛勤付
出，甘之如饴。 他们常以苔花自喻：白
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他们很快在文昌大道找到了新房

子，位置更好，服务更便利，当然租金
也贵了一些。 疫情平缓，粥屋重启，一
切都回到他们熟悉的节奏。

岁月缱绻，葳蕤生香，这一碗粥的
温暖，还在散发！ ①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