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了新房后 ，我乐滋滋地到处
打听和寻找信誉好的装修公司 。这
一天 ，我们当地电视台播放的一条
广告吸引了我的眼球 ，是介绍我们
市某装饰公司的 ，说该公司如何如
何最大限度地为顾客着想 ，装饰材
料如何保证是质量最好又是最环

保的 ，而且报价也只有一般装饰公
司的三分之二 。 说得这么好 ，不由
得你不心动 。 第二天 ，我就赶紧找
到这家公司 ， 签下了装修合同 ，并
按规定交了两万元的定金 。

装饰公司很快就派来了施工

队 ，开始在我家热火朝天地施起工
来 。可刚把摊子铺开 ，墙打了个洞 ，
施工队就撤走了 。 我忙打电话催
问 ，答复说工程太多 ，安排不过来 ，
要我耐心地等几天 。总算把施工队

催来了 ，谁知施工队干了两天又走
了 。打电话过去问 ，答复还是说 ，工
程太多 ，忙不过来 ，要我再等几天 。
而且对方还信誓旦旦地说 ，他们会
合理安排施工的 ，会按合同时间交
工的 。想想也是 ，我着什么急呀 ，反
正有合同在手 ，到时按合同他们完
不了工 ，是要赔款的 。

说不急是安慰自己 ，等不了几
天 ，见施工队还不来 ，我忍不住又
打电话去催 。 一催 ，施工队就来干
几天 ，但干几天又跑了 。就这样 ，拖
拖拉拉一直拖到合同约定的期限

到了 ， 我的房屋装修只完成了一
半 。

于是 ，我气呼呼地拿着合同去
找那家装饰公司 ，直接找到公司牛
经理的办公室 。 一进去 ，我就惊呆
了 ，只见有十几个人都和我一样在
拿着合同找牛经理理论 。

牛经理却不急不恼 ，只是笑眯
眯地解释 ：“对不起诸位了 ，因为我
们公司信誉好 ，价格低 ，所以找我
们公司装修的客户太多了 ，我们实
在是分身乏术 ，忙不过来呀 ！ 请大
家谅解 ！ 下一步我们会合理安排 ，
尽 量 让 各 位 的 房 屋 装 修 快 些 完

成 ！ ”

看到牛经理那耍滑头的奸笑 ，
我实在忍不住了 ，扬起合同道 ： “牛
经理 ，按合同规定 ，你公司要付给
我们赔偿金 ！ ”

牛经理顿时脸色一变 ，瞪了我
一眼道 ：“这位大姐 ， 实话告诉你 ，
赔偿 ，我们是没有的 ，也赔不起 ！我
们只能尽快完成施工 。 ”

“你不赔 ？ 那———我们就到法

院去告你们 ！ ”我话一出口 ，众多客
户也跟着附和 ：“对对对 ，不赔就去
告你们 ！ ”

牛经理见状 ，猛地一拍桌子厉
声道 ： “你们尽管去告 ， 我不怕你
们 ！ 我实话告诉你们 ，这一层我早
就想到了 。 就算法院判了 ，来强制
执行 ，我也什么都没有 ！ 反正我是
死猪不怕开水烫 ！ ”

牛经理摊开两只手 ，摆出一副
无所谓状 。 这一下 ，我们十几个人
都面面相觑了 ，没有一个再敢说去
告了 。

看来 ，我们只有耐着性子等下
去了 ，至于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装修
好 ，我们只能求装饰公司和看装饰
公司的脸色了 ！ 唉 ！ 我们从 “上帝 ”
一下变成了 “孙子 ”！

唉 ，悔不该贪图便宜 ！

舞台上，演员双手持笔蘸墨，边唱
边写，双手同时书写“龙凤呈祥”；舞台
下，观众一致叫好，响起一阵雷鸣般的
掌声。 这位受到大家盛赞的表演者，就
是刚刚获得“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荣
誉称号的周玉华。 在全国文艺界，成功
将双手书法融入京剧表演，且能边唱边
同时双手书写镜像书、异形书、异形篆
书的，周玉华是第一人。

今年66岁的周玉华出生在东光县。
他7岁与艺术结缘， 在学校组织的一次
演出中， 他演唱的歌曲赢得满堂喝彩。
1985年，痴迷京剧的周玉华向程派名家
唐在■ 、李世济拜师学艺。 名师们听完
他的演唱后惋惜地说：“你的嗓音条件
很好，可惜起步太晚了……”当年，周玉
华已35岁。

恰逢此时，书法家赵一在沧州做双
手书法表演，处在困扰中的周玉华顿时
豁然开朗： 如果将双手书法搬上舞台，
融入京剧表演，不就能开创一门为大家
所喜爱的书唱艺术吗？

自1964年开始习练书法的周玉华，
此时在书法艺术上已有功底。 思路一
定，周玉华就进入艰难探索和与世隔绝
的状态，他每天平均苦练双手书法不少
于10小时。

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周玉华
的书唱技艺终于有成。 1986年，沧州举
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票友大
赛，周玉华登台献艺，技压群芳，摘取桂
冠。1987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
摄《中国京剧史》，在全国选题材，周玉
华边唱边双手书写龙凤书的《锁麟囊》

作为专题入选。 1992年河北电视台春节
联欢晚会上， 周玉华的表演荣获一等
奖。 1993年，首届国际票友大赛，周玉华
摘得银龙奖。 在赛后答谢会上， 周玉华
与袁世海、孙毓敏等艺术家同台献艺。

随后， 周玉华谢绝一切演出和应
酬，全身心投入到新剧《陈三两》的编演
上。两年后，他自编自演的程派京剧《陈
三两》之一折《沧州大堂双手提篆》，在
全国中老年戏剧汇演中一炮打响，优美
的唱腔和双手异字篆书惊艳全场。 周玉
华获得最高奖———特等金奖。

周玉华曾请教过书法名家康殷，老
先生说自有文字以来就没有双手提篆，
所谓“双手能写梅花篆字”，不过是传说
罢了。 然而，周玉华多年来苦练双手书
法，从双手同字，到双手异字，再到双手

篆字，终于练就绝技，将“双手能写梅花
篆字”的传说变成现实 。

周玉华的艺术造诣令人叫绝，而他
始终坚守的艺德和大爱之心，更被广为
称道。他一直关注困难群众。拜唐在■、
李世济为师后，他就立誓，学成后首场
演出一定要献给残疾群众。 在沧州市，
在青、沧两县，学有所成的周玉华一连
义务演出20余场。

前些日子，他听说了盐山盲人四兄
弟的事，立即组织书画义卖，现场募集
3000元，他个人捐资1000元。 他自编了
一本《好人册》，计划从今年开始，每到
双休日， 就拿出一天时间义演募捐，所
有款项都用于救助残疾人家庭。“每次
送捐款，所有捐助人都去，让好人影响
好人，让好人越来越多。 ”周玉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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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色书籍相伴
德国著名作家歌德说过 ： “读一

本好书 ，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 。 ”
我对这句话感触很深 。 半个多世纪
以来 ， 我就是通过阅读红色经典书
籍 ，感受英雄人物高尚的人格 ，并以
此作为行动的楷模 ，严于律己 ，教育
子孙 ，让红色经典书籍陪伴我家祖孙
三代走好人生路 。

记得小时候 ， 当全国刚刚掀起
“向雷锋同志学习 ” 活动的热潮时 ，
在部队当兵的大哥给我寄回来一本

《雷锋的故事 》和一本 《雷锋日记 》，
这是我上学识字后第一次接触课外

书籍 ，便如饥似渴地念啊抄啊背啊 ，
并模仿雷锋扶老助幼 、为军烈属打扫
卫生做好事 。 与此同时 ，在家里 ，我
经常听父母亲讲苦难的家史 ，在上课
时 ，听老师讲黄继光 、董存瑞 、邱少

云等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 。这些英雄
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

的烙印 。
后来 ，二哥从同学手里借来一本

《烈火金刚 》。 我们居住的深山里 ，平
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 到了晚上 ，在
昏暗的煤油灯下 ，二哥从头至尾一章
一节给全家人念 ，我和不识字的父母
亲都听得津津有味 。

上高小时 ，老师提倡课外多读好
书 ，开阔视野 ，陶冶情操 。 在课余时
间 ，我借来大量红色经典书籍阅读 。

在红色经典书籍的哺育下 ，我奠
定了正确的人生根基 。 经过刻苦努
力 ，几年后我如愿以偿 ，在批准参军
的同一天入了党 ，实现了当兵 、入党
两大梦想 。 从此 ，无论在部队 ，还是
转入警营 ， 在任何时候 、 任何情况

下 ， 我都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 ，时
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工作
和职务多次变动的情况下 ，我都做到
了能上能下 ，不计个人得失 ，愉快服
从组织决定 ，认真完成担负的各项工
作任务 。

要让红色经典书籍的正能量发

扬光大 ，就要身体力行 ，让英雄精神
代代相传 。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 ，为了
使儿子免受不良思想的影响 ，我经常
给他讲英雄人物的故事 ，给他买红色
经典书籍 ， 教育他继承光荣传统 ，确
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 他参加工作后 ，
一直扎根在最艰苦的山区乡镇 ，思想
上进 ，工作积极 ，多次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 ，很快加入了党组织 。

孙女出生在新世纪 ，一直跟着我
们生活 ，今年已经11岁了 。 他们这一

代人的物质条件可比我小时候好多

了 ， 只要她能读懂的红色经典书籍 ，
我都给她买 。 自己有空闲 ，除了给她
讲英雄故事外 ，还陪她一起看战斗故
事电影 、 电视片 ， 辅导她写读书笔
记 ，给她灌输做人的道理 。 她在学校
年年被评为 “三好学生 ”。 2012年 ，她
写的 《我的幸福家庭 》在喜迎十八大
“幸福杯 ” 全国小学生作文大赛中荣
获一等奖 。

红色书籍鼓舞和教育我家祖孙三

代人清白磊落做人 ，竭尽所能做事 。
（作者单位 ：井陉县公安局 ）

苹果其实也可以刮着吃 。洗一个苹
果 ，一切两半 ，然后用小勺一点点儿地
刮下来吃 。 显然 ，这种吃法肯定和吃苹
果人的牙口有关 ， 但凡能直接咬的不
可能如此麻烦地刮着吃 。

听奶奶给我讲 ，我刚出生时妈妈没
奶 ， 就把我送到十几公里外的奶妈家
养着 。 奶妈也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每次
喂奶总是先喂她自己的孩子 ， 我也就
不可能吃饱 。 奶妈下地干活时 ，自己的
孩子交由她的公婆看着 ， 我就被奶妈
撂到地边 ，在背筐里一待就是半天 ，爬
也爬不出来 ，任凭怎么哭喊 ，哭累了就
在筐里睡觉 。 所以 ，两三个月后 ，等爷
爷奶奶把我抱回家时 ， 用奶奶的话说
就是 ：“饿得连哭都没劲哭了 。 这孩子 ，
不知还能养活呗……”那个年代还没有
奶粉 ， 有一种类似奶粉的东西 ， 叫炼
乳 ，用水化开喝 。 爸妈就想法找来些 ，
让奶奶喂我 。 有苹果的时候 ，奶奶就用
勺一下下地刮苹果给我吃 。 一个苹果
我吃不了多少 ， 奶奶就把刮剩下的苹
果放在柜橱里 ，第二天再喂我吃 。 她老
人家却舍不得吃一口 。

有一次 ，我感冒发烧 。奶奶整整守
了我一夜 ，一会 儿 换 湿 毛 巾 ，一 会 儿
给我搓手搓脚 。 天亮了 ，我的烧退了 ，
奶奶看见我干干的嘴唇 ， 就赶紧拿来
半个苹果刮着喂我……

渐渐地 ，我长大了 ，上学了 ，奶奶也
老了 。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奶奶自己
也开始刮着苹果吃了 。 一是因为奶奶
上了年纪 ，牙不行了 ；二是奶奶老年得
了青光眼 ，几近失明 。 所以 ，只能拿个
小勺慢慢刮着吃 。那段时间生活条件已
经好起来了 ，苹果 、香蕉这些水果也多
了起来 ， 我就经常把苹果洗好切开 ，和
勺子一起放在奶奶的小桌上 。 奶奶想吃
的时候就一勺一勺地刮着吃 。 虽然眼睛
看不清了 ，但奶奶每次都把苹果刮得干
干净净 ，光剩下外边薄薄的一层皮儿和
里面的苹果核儿 。

奶奶虽然一生清贫 ，但健健康康地
活了88岁 ，晚年生活应该还算安逸 。 临
终的时候 ，奶奶想吃苹果 ，我就依照奶
奶的样子 ，一勺一勺地刮给她吃 。 或许
算回报 ，或许叫轮回 ，总之 ，一个苹果 、
一把小勺 ，先是奶奶喂我 ，然后 ，长大
的我又换回来喂起了奶奶 。 从奶奶的
脸上 ，我看到了满足的微笑 ，感到了奶
奶内心的幸福 。 我的心里 ，也因此有了
些许的慰藉 。 一个苹果 、一把小勺 ，一
勺一勺地刮着吃 ， 这本是一件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事 ，但在我的心里 ，却有
着满满的一份爱 、浓浓的一份情 。

其实 ，奶奶去世已经好多年了 。 虽
有深深的怀念埋在心底 ， 我却一直没
写什么东西 。 清明节又快到了 ，此文权
作对朴实 、安详 、与世无争的奶奶的纪
念吧 。

康君元律师多年

来成功代理了大量诉

讼案件 ， 辩护成功的
案例非常多 。 同时 ，他
扶危济困 ， 致力于法
律援助事业 ， 体现了
律师的社会良心 。 康
君元律师在提炼和总

结数年办案经验的基

础上 ，著就了 《法佑中
华———康君元律师办

案集萃 》，这既是对其
自 身 办 案 经 历 的 回

顾 ， 更是对法律人坚
持法治理念 、 捍卫法
律权威的希冀 。

近年来 ， 出版界
推出了一批律师编写

的案例书籍 ， 但还不
足以满足我国目前对

案例研究 、 实务教学
的需求 。 尤其全方位
展现律师办案过程和

执业感悟的书籍尚属

少见 ， 该书的出版填
补了这项空白 。

纵览全书 ， 该书
有三大特点 。

一 是 体 例 独 特 ，
各个部分相得益彰 。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
第 一 部 分 为 案 例 精

选 ，由上 、中 、下三篇
构成 ， 均以全景式案
例编写 ，多维度 、全方
位地展现案件的真实

情况 。 书中的辩护词
铿锵有力 ， 案例评析
精辟独到 。 第二部分为作者的执业感悟 ，更多展
现了案件背后的各种故事 ，既能够使读者加深对
案例的认识和理解 ，又能从中获取律师办案的普
遍性规律 。 作者在回顾其律师执业历程时融入了
对社会和法律的冷静思考和独特认识 ，指出律师
代理案件就是保障社会困难群众合法权益 ，就是
捍卫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

二是案例经典 ，办案过程精彩详细 。本书案例
全部来自于作者一手办理的案件 ，其中包括很多
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 。 本书并没有拘泥于 “以
案说法 ”， 而是将律师动态办案的整个过程全部
展现出来 ，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和体验律师办案的
情景和过程 。 本书案例分析既是对个案的总结和
回顾 ，反映了作者成功办案的个性化经验 ，也是
对律师代理案件所涉及规律性问题的提炼和总

结 ，实属难能可贵 。
三是注重实务 ，理论分析有理有据 。本书作为

作者多年执业经验的总结 ，实务性非常突出 。 作
者结合自身深厚的法学功底 ，针对案件进行专业
的理论分析和点评 ，反映了作者在执业过程中对
于法学理论知识运用重要性的认识 。

该书展现了一幅幅律师兢兢业业办案的画

卷 。 相信该书会作为律师界著书立说的一个榜
样 ， 带动更多的律师总结自己丰富的办案经验 ，
为更好地守卫法律之圣洁贡献力量 。

（作者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北京市律
师协会会长 ）

本报讯 （记者 盖媛媛）3月26�
日，经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批准，由河
北省毛体书法研究会、 西柏坡纪念馆
举办的“翰墨丹青颂伟人，宣传贯彻十
八大———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五大
革命圣地书画巡展” 活动在省会人民
会堂启动。

活动面向全国毛体书法家、毛体书
法爱好者和广大书画爱好者征稿 ，将
从作品中遴选300幅书画精品， 在西柏
坡纪念馆进行首展， 随后将依次赴韶
山 、井冈山 、遵义 、延安等纪念馆进行
巡展。 最后于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
周年纪念日这天， 在北京召开总结表
彰大会。

据悉 ， 此次活动作品要求积极向
上，内容以书写毛主席诗词、歌颂党的
领导和歌颂伟大祖国的自作诗词等为
主题， 绘画类以描绘领袖精神风貌和
祖国大好河山为主。

司建平 作

李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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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书画巡展启动

刮苹果
张 哲

（作者系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院长 ）

刘志亮 作

德艺双馨周玉华
本报记者 陈兆扬

悔不该的装修
高延萍

小小说

花红柳绿又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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