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祥竹乡有支明星农民乐队

白天下地干活 晚上吹拉弹唱

你心中的全面小康是什么样？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小康标准。有人心目中的小康生活，是住上现代化的楼房；有人心目中的小康生活，是创

办一家自己的企业；有人心目中的小康生活，是可以自由追逐梦想；有人心目中的小康生活，是茶余饭后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正在徐徐打开的小康

社会画卷必然多姿多彩，令人期待。从今起，本报推出栏目“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幸福印记”，记者将深入乡村田野、市井街巷，讲述一个个拼搏、幸

福、诚挚、感人的小康故事。

老人乘车丢包
司机主动归还
□记者 章芳敏 通讯员 应宇邦

近日，一位老人走进了市交投

集团远通公交公司三马九铃公交站

场。手捧“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锦

旗的他是特地来感谢K10路公交驾

驶员陈凤英的。

老人姓朱，70 多岁，龙山镇后

宅村人。18 日晚上 7 点，从女儿家

出 来 的 朱 阿 公 乘 坐 K10 路 浙

GL0818 公交车回家。下车时，他

不慎将随身携带的背包遗落在座位

上。

下车后不久，发现背包丢了的

朱阿公慌了神。因为包里除了身份

证以及其他各类证件，还有3000多

元的现金。他以为背包落在了公交

站棚里，赶紧到派出所请求民警查

看监控寻找。可看了一个多小时的

监控也没找到。

就在朱阿公心灰意冷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同村人的电话：“老朱，

你的包是不是丢了？公交司机捡到

帮你收起来了，你赶快去拿吧！”

原来，当天晚上，远通公交公司

女驾驶员陈凤英在终点站例行打扫

卫生时，在后排座位上发现了朱先

生的背包。发现失物后，陈凤英立

即联系报告车队。由于当时车队、

调度室工作人员已经下班，没法把

失物存放在调度室里，陈凤英只好

将背包先带回家中。

在背包里，陈凤英发现了一张

龙山卫生院的名片，并发动亲朋好

友多方联系。一个小时后，陈凤英

终于联系上了朱阿公。

当晚 9 时 30 分，朱阿公从陈凤

英手中接过了背包。看到包里财物

分文未少，朱阿公心情激动，连声道

谢：“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我一定要

做面锦旗送给你，表扬你拾金不昧

的精神！”

据了解，陈凤英在远通公交公

司工作期间一直工作积极、表现优

异。媒体还报道过她深夜送少女回

家、帮助失智老人寻找亲人、帮助着

火私家车灭火等光荣事迹。

市远通公交公司提醒广大乘客

朋友，如果乘坐公交车不慎遗失物

品 ，请 及 时 拨 打 公 交 客 服 热 线

0579——87131009。

开栏语

二胡二胡、、大提琴大提琴、、
胡琴胡琴、、梆胡⋯⋯梆胡⋯⋯2121
日晚日晚，，江南街道永江南街道永
利自然村龙籍庙广利自然村龙籍庙广
场上场上，，数种乐器齐数种乐器齐
奏奏，，唱出了幸福的唱出了幸福的
欢歌欢歌。。当晚当晚，，一周一周
一次的永祥竹乡乐一次的永祥竹乡乐
队队““演唱会演唱会””正在上正在上
演⋯⋯演⋯⋯

因为技艺高、演出反响好，这两

年，永祥竹乡乐队成了江南街道的明

星。他们走村串巷，许多地方都留下

了他们的身影。

“音乐不应该是自娱自乐的项目，

而是与大家分享。”朱陶勇告诉记者，勤

丰、平田等附近几个村都是我们常去表

演的地方。今年，连武义的村子都邀请

我们过去表演。

“他们唱婺剧、唱歌，好听。演出

的又都是熟人，还蛮好玩的。”白天空

旷的龙籍庙广场，每到乐队演出时，总

是坐满了来听“演唱会”的老人。不少

老人还成了乐队的忠实粉丝，几乎场

场不落。

如今，音乐已经成为乐队成员们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手握锄头

挖竹笋的农民，他们渐渐都成了“专

业”的音乐演出者。夜晚，搓麻打牌、

闲侃瞎聊的不见了，而每当乐器响起，

山乡充满着欢快的乐声。

为丰富业余生活 8人组建了乐队
永祥竹乡乐队成立于 2016 年，由

江南街道永利村老年协会会长朱陶勇

发起。

说起组建理由，队长朱陶勇告诉

记者，永祥离城区较远，以前生活条件

艰苦，大家忙着干活，也无所谓晚上有

没有业余活动。最近几年，大家生活

变好了，晚上也有了更多休息时间，可

乡下没有什么业余活动，只能打打牌。

“在和朱启江一琢磨，我们打算组

建一个乐队。”朱陶勇口中的朱启江，

今年 61 岁，是勤丰村村民，有着 20 多

年的大提琴演奏经验。年轻的时候，

他还学过大唢呐和小唢呐。当时，他

刚刚退休，正愁找不到事情做。

在和朱陶勇交换意见后，两个音

乐爱好者一拍即合，很快就找到了其

他6位同样爱好音乐的村民，成功组建

了乐队。因为永祥是有名的毛竹之

乡，而成员又都是永祥片的村民，乐队

便取名为永祥竹乡乐队。

昔日握锄头的手 如今摆弄起了乐器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永祥竹乡乐

队成员已经有 25 人，年龄最大的 64

岁，最小的仅有 12 岁。21 日，记者现

场观看了乐队的“演唱会”，在美妙的

音乐背后，演出者竟是一群脸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

“谁说农民只能土里来地里去，只

要一摆弄起乐器，我们就变了个人。”

一曲奏罢，怀抱二胡的“乐手”郑妙屏

笑声爽朗，“干了半辈子，现在不愁吃

穿，还有音乐相伴，心情从没有过的

美！乐队改变了我们。”

在加入乐队以前，郑妙屏是个土

生土长的农民。白天下地干活，晚上

空了要么看电视，要么打牌、搓麻将消

磨时光。在乐队成立后，看队员们天

天一起练习乐器，耳濡目染之下，她也

慢慢放下了纸牌和麻将，正式加入到

了乐队中。

在永祥竹乡乐队，像郑妙屏这样

的成员不在少数。因为加入乐队，大

家都改变了习惯，以前大家聚在一起

是打牌，现在聚在一起是为了演出，业

余生活丰富多了。

不会乐器就自学 还能自己做乐器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我们乐队，

就是‘勤奋’。”说这话时，朱陶勇脸上

是藏不住的自豪和骄傲。

握锄头挖竹笋的粗手，要拿起各

式各样的乐器。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并不容易。永祥竹乡乐队成员大多都

是农民，这乐器该怎么学呢？朱陶勇

说，大多是靠自学。他自己擅长的三

种乐器也都是自学的。

“一个成员先看视频自学会一种

乐器，再教给其他成员。”朱启江是乐

队成员里音乐底子最好的之一。加入

乐队后，他会的乐器越来越多。“大家

不藏私，自然会的乐器越来越多。”朱

启江说。

在永祥竹乡乐队，成员擅长的乐

器 有 十 几 种 ：胡 琴 、二 胡 、唢 呐 、梆

胡、锣 鼓、高 胡 ⋯⋯ 像 朱 启 江、朱 陶

勇 一 样 ，精 通 几 种 乐 器 的 也 不 在 少

数。

除了自学乐器，永祥竹乡乐队还

依托毛竹之乡的便利，自己制作竹制

乐器。郑妙屏的老公也是乐队的一

员，尤其擅长制作乐器。

“有的乐器挺贵的，对于我们农

民来说，负担不起。”郑妙屏说，老公

经 常 会 去 逛 乐 器 店 ，乐 队 缺 什 么 乐

器，他就去借来研究，然后再进行制

作。整个乐队的二胡和梆胡都是老

公制作的。

乐队是上下三处的明星 还被邀请去武义演出

□□记者记者 吕晓婷吕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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