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2月17日下午，张雷走进武汉市黄陂区
临空小学社团活动室，开始教授新学期第一
节湖北大鼓课。20多名学生站在鼓架旁，兴
奋地学了起来。这是“湖北鼓王”张明智的弟
子张雷在这里教授湖北大鼓的第四年。

根据王二小故事改编唱词

二年级到五年级的20多名学生站成两
排，每个人的鼓面上都放着一张打印出来的
湖北大鼓《小小英雄放牛郎》唱词。这是张雷
根据王二小的故事改编的。

“太阳一出亮四方，雨露一洒百花香，学
史励志弘扬民族正能量，民族精神就是中国
脊梁。”学生们跟着张雷学唱。除了声调、韵
律，张雷还会着重纠正大家的黄陂话发音。
在一旁协助的音乐老师李诗涛说，现在很多
孩子已经不会说方言了，学唱湖北大鼓也是
孩子们了解家乡文化的过程。

站在人群中的五年级学生王俊熙活泼好
动，学起唱段则格外认真。张雷让他饰演日
本兵，他唱得惟妙惟肖。“平时在家，如果时间
充足，我会练习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如果
没多少时间，我也会练习5分钟。”王俊熙说，
他第一次给爸爸表演湖北大鼓时，爸爸说他
怎么唱得阴阳怪气的。尽管这样，爸爸看他
很喜欢唱湖北大鼓，就给他借来姥姥曾经用
过的腰鼓让他在家练习，还用竹片给他做了
一副云板。

“我们去年到江苏表演，那是我第一次出
省。”让王俊熙兴奋的这次表演是他们的湖北
大鼓节目入选第十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
节目还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

爷爷听他唱后很高兴

第二节课上，学生们学习打鼓。鼓点和
云板的声音交织，高年级学生学得游刃有
余，低年级学生则有点生疏。张雷让五年级
学生周艺辰帮他一起纠正其他人的动作和
节奏。周艺辰的各科成绩都很好，学唱湖北
大鼓已经两年，被张雷认为是这一届里最出
色的苗子。

“我第一次来社团看到大家表演，觉得
学唱湖北大鼓好难。”周艺辰说，虽然觉得
难，但她认为自己肯定能学好。她还记得，
她过10岁生日时登台给家里的长辈唱了一
段湖北大鼓，大家都为她鼓掌。家里没有鼓
练习，她就一边唱一边拍打自己的大腿作鼓
点节奏。“妈妈对我说，如果想学就好好学，
要坚持下去。”

站在人群末尾的陈飞宇学唱湖北大鼓也
有两年了。他说，当初是老师推荐他来学唱
湖北大鼓的。“小时候，我跟爷爷学过打快
板。学了湖北大鼓后，我唱给爷爷听，他很
高兴。”陈飞宇给长江日报记者看他的手部
虎口处，说这是学打云板时留下的摩擦痕
迹。记者问他：“这么辛苦，你还要学吗？”他
点了点头。

三年级学生杨芯果和谌梦宜学唱湖北大
鼓刚一年，他们的父母是所有家长中最支持
孩子学唱湖北大鼓的。张雷说，他给学唱湖
北大鼓的孩子家长建了一个群，让孩子们把
日常练习的视频或语音发到群里，由他来纠
正，这两名学生的妈妈是最配合的。今年春

节前夕，张明智老师去世，两个孩子还参加了
告别仪式。

“让湖北大鼓有传承是好事”

湖北大鼓是湖北四大地方曲艺之一，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
2019年，张雷为家乡黄陂排演湖北大鼓节目
时与临空小学合作了一次，孩子们的学习热
情让学校意识到可以在校园里开设湖北大鼓
社团。

2021年6月，临空小学湖北大鼓社团正
式开班。该校校长包显兵回忆，开班前，他特

意前往张明智老师家中请他出席开班仪式，
张明智老师欣然答应。“虽然那时张老的身体
不太好，但他说让湖北大鼓有传承是好事。”
开班那天，张明智老师上完课后给社团写“湖
北大鼓社团”6 个字，反反复复写了一个小
时，就是想写得更好。

张雷说，他每周四到临空小学上课，4年
来已经有100多名学生陆续学唱湖北大鼓。
他还记得，第一年开班前，有 100 名学生报
名，远超预期，这让他不得不做了一番筛选。

在张雷看来，这些孩子学唱湖北大鼓，既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让自己有了
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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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欠条上的留言暖到了我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有点“社恐”，

甚至对情感有点“过敏”。没想到，当那件
小事发生在我身上时，我还是很感动。

2月15日是星期六，由于临时有紧急
任务，我去单位加了个班，忙完时已是晚9
时许。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起白天工作的
种种不顺，我的心情有点低落。

这时，寒风吹来，肚子不合时宜地叫起
来，我这才想起来晚上忘了吃饭，顿觉很
饿。可是，这么晚了，街边店铺大多已经
关门。发愁之际，我看见街道拐角处一家
小小的面馆还亮着灯，便走了进去。店主
是一位 50 多岁的大叔，正熟练地摆弄着
碗筷。

“姑娘，吃点啥？”大叔热情地向我打
招呼。我看了看，点了一份热干面，随即
坐下。不一会儿，大叔把热气腾腾的一
碗热干面端了上来，太香了，我狼吞虎咽
地吃了起来。店里只有我和大叔，他边
收拾边跟我聊天：“姑娘，你这是没吃晚
饭吧？”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嗯。”大
叔接着问：“为啥搞这么晚呢？”还不太习
惯跟陌生人聊天的我惜字如金：“加班
呢。”

终于吃饱了，我准备结账，一摸，手机
不见了。我又翻了几遍口袋和背包，真的
没有。我这才想起手机应该是落在办公室

了，这时回去拿肯定来不及。这咋办？虽
然只需付款5元，但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
种事情，很是窘迫。我红着脸向大叔小声
解释了一下，没想到他很爽快地说：“没事，
姑娘，下次来再给。”

我连声道谢，可总觉得不太好意思。
看见旁边有一个废弃的纸袋子，我想起背
包里装着笔，于是撕下一小块纸，想写一张
欠条。大叔连连摆手说：“不用，真的不
用！”我还是坚持在小纸条上写下了欠款金
额和联系方式，然后递给大叔并说道：“您
放心，我明天就来还钱。”大叔只好接过小
纸条，折叠好之后放进口袋，摆摆手让我快
回去。

第二天，我休息，但心里一直记着这件
事，于是早早地就带上手机来到店里，直接
扫码付款。大叔愣了一下，随即笑道：“你
这姑娘还真守信。”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
那张欠条递给我：“给，物归原主。以后要
是再加班，欢迎你再来吃。”

回到家后，我正准备把欠条撕了丢掉，
突然发现皱巴巴的小纸条上多了一行小
字：“按时吃饭，注意身体。”我顿时愣住，回
想了一下，大叔一定是将我前一天的疲惫
狼狈样子尽收眼底，才用这种朴实的方式
表达关心吧。

我仔细收起欠条，放进抽屉。我决定
把这张温暖的欠条一直保存下去。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浅浅的微笑

竹叶海公园里，一群阿姨的身影格外抢眼。她们随着节奏迈
开步伐、挥舞彩带，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绚丽的弧线。这些彩带有的
红似火、有的黄如金、有的蓝像海，在空中盘旋穿梭，夺目耀眼，配
上阿姨们满脸的笑容，将整个公园渲染得活力四射。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138***767

这种创新设计不仅解决了共享充电宝设置的盲区问题，还能减少各类线杆数量，让
城市看起来更整洁美观，真的是一举多得。期待能在更多地方看到这样的便民设施。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洗耳恭听 点评《3元/小时，武汉街头已出现》
（长江日报记者张颖惠整理）

公园里
活力四射

张明智的弟子悉心传技授艺

武汉小学生把湖北大鼓唱上央视

张雷（右一）给孩子们上湖北大鼓课。 长江日报记者蔡欣星 摄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陈夏）2月17
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
室里，随着分离机缓缓停止运转，武汉
科技大学附属老年病医院德康院区

“90后”儿科李医生成功完成造血干细
胞捐献。这份“生命种子”即刻被送往
千里之外，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
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据悉，李医生
是湖北省第70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24年11月的一天，湖北省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打电话告知李医生，他
与一名血液病患者的 HLA 配型高度
吻合，而这种配型成功的概率仅为1/
10 万。李医生当即坚定地说：“从加
入中华骨髓库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
随时履约的准备。”

据了解，2016 年元旦，读大学的
李医生捐献血小板时，看到宣传海
报上血液病患者期盼的眼神，被深
深触动，于是当场留存血样加入中
华骨髓库。

此次，为确保达到最佳捐献状态，
李医生白天接诊的同时调整作息、加
强营养；深夜则查阅最新文献，向血液
科同仁请教注意事项。经过3个月准
备，他先后完成高分辨配型、全面体检
等流程，最终以36项指标全优通过了
健康评估。

李医生的妻子吴女士也是一名医
生。她说：“这不是他第一次为生命

‘续航’。2016年元旦加入中华骨髓库
以来，他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活动，累计
捐献800毫升全血，6次捐献成分血。”

湖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管理
中心负责人说：“我们为这位‘90后’医
生点赞，同时期待更多人加入生命接力
的队伍，成为点亮希望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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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让爱归位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勇 通讯员陈善文 孙逊 董兴龙）武
昌万象城工作人员捡到57张证件，经过武昌区徐家棚派出所
民警寻找一周，目前已找到36名失主、发还证件14张。民警
喊话：请另外21张证件的主人“速来认领”。

2月13日，武昌万象城工作人员找到徐家棚派出所求助：
今年春节期间，他们捡了几十张顾客遗失的证件，加上前期积
留的，一共有57张，迟迟找不到失主，请民警代还失主。

经清点，有47张身份证、1本户口簿、1张退役军人优待
证、4张社保卡、4张老年人优待证。徐家棚派出所民警姜雨
洁等人通过户口平台查询湖北省人员信息并联系失主前来认
领，联系不到的则请失主户籍所在派出所民警帮助寻找。很
快，一个又一个失主被找到。

“这张优待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感谢姜警官帮我找回
来。”2月18日，退役军人张先生从姜雨洁手中接过失而复得
的退役军人优待证时连声道谢。“真没想到丢失了半年的社保
卡还能找回来。”市民方女士拿到证件时说。“我们找这张卡找
了很久，孩子每次坐地铁都懊恼自己因粗心把卡弄丢了。这
下好了，警察姐姐帮他找到了。”一名家长握着孩子的残疾人
乘车卡对姜雨洁说。

2月19日，喜讯从徐家棚派出所再次传来，社保卡失主席
先生被找到。此前，姜雨洁经多方查找发现，席先生虽然户籍
在江苏，但江苏相关工作人员一直与他联系不上。2月19日，
姜雨洁扩大搜索范围时发现席先生曾在武汉一家公司工作，
遂在武汉流动人口信息中查询，终于找到席先生。

2月19日18时许，民警与刚刚下班的席先生取得联系。得知
自己的社保卡被找到，在汉务工的他当晚赶到派出所领回失物。

截至长江日报记者发稿时，民警已找到 36 张证件的主
人，席先生是第14名领走证件的失主。徐家棚派出所委托本
报喊话：请尚未认领证件的21名失主速来认领。

据了解，徐家棚派出所辖区商圈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每天高峰期人流量近 50 万人，遗失物品现象时有发生。为
此，该派出所与辖区武昌万象城、绿地缤纷城等商场联手建立

“遗失物品移交绿色通道”，通过优化移交流程，让遗失物品快
速从商场移交到派出所，在短时间内回到失主手中。据悉，
2024年，徐家棚派出所共发还群众遗失物品120余件。

民警喊话：

21张证件的主人
速来认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