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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讲述

诚实守信的好人、助人为乐的好人、见义勇为

的好人、敬业奉献的好人、孝老爱亲的好人……如

果你成为本版“好人故事会”的主角，将获得奖金

500元；如果你推荐的好人上了报，你将获得奖

金200元。快来推荐和自荐吧，让好人故事感

动更多人。电话：13383792808 65233688

“洛阳好人”故事会
洛阳市城乡信用协会
鑫融基投资担保公司

特
约

刘阳成常说，自己是“退而不休，桑榆不晚，不待
扬鞭自奋蹄”。

他爱给自己找事儿干。大姑娘、小媳妇儿们闲
着没事儿干，他就给她们找事儿干：他去偃师大口找
擂鼓的高手，请人家来教女人们擂鼓。

高手不好找，他一趟一趟地寻访，回来时天黑摸
不着道，他曾几次迷路。高手被他的诚意感动，跟着
他来传授鼓艺，女人们也用心地跟着学。洛龙鼓舞
团组建起来了，“大伙儿边跳舞边擂鼓，鼓槌抛得高，
鼓擂得响，见的人都说好”。

1999年，洛龙鼓舞团代表洛阳市参加全省鼓舞
大赛，一举夺魁，声名鹊起，后曾多次为关林朝圣大
典、洛阳牡丹文化节等大型活动助兴，团员们还被郊
县的文艺爱好者们请去传授鼓艺。

妯娌闹别扭，兄弟闹分家，众人劝说无效，最后
总要来搬他这位救兵。刘阳成做调解工作很有一
套：先“背对背”，挨个儿单独去劝说；再“面对面”，把
有分歧的双方拉到一起好好说。

在乡亲们心中，刘阳成是权威的象征，人们都给
他几分面子，因此调解到最后，总能成功。

这也要感谢妻贤子孝。刘阳成做好事40多年，他
老伴儿从不说二话——他替人写对联写不过来，她还
会帮着他写。他的儿女都已成家，对双亲恭敬孝顺。

老刘家被评“模范家庭示范户”，宫孟哲特别强
调：“市领导都来他家慰问过哩！”

其实宫孟哲向《洛阳晚报》推荐刘阳成，也有一
点私心——他想报恩。

“我生病住院，有些亲戚朋友都懒得来看我。刘
阳成跟我不沾亲不带故，来医院看我好几回，真叫我
感动！”

好人不是传说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龙祥小区的居民，绝大部分来自原古城乡
范滩、陈李寨、西杨屯、小寨4个村。

农村人讲风俗、重规矩，尤其是办红白喜事，
得在村里寻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当主心骨，组织一
应事务。

刘阳成从40年前就开始扮演这个主心骨的
角色，直到如今。比方说，村里哪一家有人去世，
家人悲恸欲绝，光顾着哭了，乱成一团：这可咋办
呀？是先烧纸还是先穿寿衣？年轻人越来越不
懂风俗，没人指点真是不行。

只要把刘阳成请来，局面就稳住了。
别看刘阳成个子不高，身体消瘦，却有运筹

帷幄的强大气场，指挥若定——
先给逝者净面、穿寿衣，时间久了尸体僵

硬就不好套袖子了。孝子们既伤心又紧张，手
脚不利索，刘阳成也不避讳，亲自动手给逝者
穿寿衣。

同时，他派人去花圈纸扎店买纸糊的轿子，
拿回家烧掉，这叫“烧轿”；接着把逝者“请”进家
里的客厅，这叫“迁灵”，家人在灵位前烧些纸帛，
围着遗体转圈儿，向逝者告别；还要差人通知火
葬场、殡仪馆；到火葬场，刘阳成作为葬礼主持
人，念一通悼词，陪着死者亲属安置好骨灰盒，这
就算完事儿了。

几十年来，刘阳成送走了许多逝者，一点儿
不怕沾上晦气。倒是帮村人办喜事儿，他摔过大
跟头：那一次是下雪天，路滑，他摔得鼻青脸肿，
第二天脸上缠着纱布照旧去组织婚礼，还颇为幽
默地拿自己开涮：“今天我太高兴了，高兴得满脸
开花！”

主家听他这么一讲，乐得合不拢嘴，忙不迭地
给他封红包，他坚决不要：乡里乡亲的，客气个啥！

无论红白喜事，刘阳成全是义务帮忙，不收
主家一分钱。

既然他这个“总管”不要钱，陪着他一起忙乎
的人也就不好意思收钱了。

宫孟哲认为：“这是刘阳成开创的好风气！”

能沾喜气，
就不怕沾晦气

过年贴对联，龙祥小区的居民不爱买现成的，都
愿意要刘阳成写的对联。刘阳成不光毛笔字写得
好，而且肚子里有墨水，能现编对联。

每逢过年前三天，邻居们就排着队往刘阳成家
送红纸。刘阳成在院子里摆一张书桌，从早写到晚，
来者不拒。

村委会的对联，他写：“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
群众。”横批：“反腐倡廉。”

若对联的主人是医生，他就写：“蒲公英金银花清
热解毒，青霉素磺胺药灭菌消炎。”横批：“妙手回春。”

邻居们都赞：刘阳成不愧是教师出身，编写的对
联就是不一般。

刘阳成的媳妇儿听了这话，心里又得意又难受：
刘阳成赶着写对联，都顾不上吃饭。抽空回家上厕
所，他会匆匆洗掉手上的墨汁，洗完了露出皴裂的血
口子，看得让人无比心疼——天寒地冻的，他这样连
写三天，还不得冻出毛病啊！

可是刘阳成甘之如饴，从不对乡亲们说一个
“不”字；他自家的对联倒顾不上写，写了也因匆忙，
有好几次都贴反了。

这一周，我们每天都能接到许多读
者打来的电话，提供好人好事线索，在
这里感谢诸位对本栏目的支持。

打电话的人，有的是推荐别人，有
的是自荐。那些充满正能量的只言片
语，生动地诠释着真善美，令这个季节
生出无限暖意。

有个名叫宫孟哲的先生，最诚恳、
执着。他说他有个邻居，非常伟大，40
多年来无偿做好事，他十分佩服。

我请他等一等，待我安排好采访时
间再联系他。他等不及，反复打电话催
促我：“老先生今年80岁了，像他这样
的人，应该早早上报纸！”

我笑着挂断电话，赶往洛龙区古城
办事处龙祥小区。宫孟哲推荐的老先
生就住在那里。

老先生名叫刘阳成，原是某职业高
中教师，1994年退休。他是《洛阳晚
报》的忠实读者，但压根儿没想到自己
会被邻居隆重举荐。

见到记者，年届八旬的刘阳成稍显
拘谨。他的墨绿色夹克、深蓝色裤子，
与他那稍显凌乱的头发一样，显然都没
经过刻意修饰。低调的他，显然更不习
惯自吹自擂自己做过的好事儿。

采访几乎是在记者的“威逼利
诱”甚至装可怜（老先生您不讲，我就
写不成稿子交不了差）的状况下才完
成的。

宫孟哲和刘阳成的媳妇儿讲故事
梗概，若是讲得对，刘阳成就沉默不语；
若是与事实有出入，刘阳成就插话阻
止：“不是不是，事情是这样的……”

这次采访进行得比较艰难，但我还
是认同了宫孟哲的话：刘阳成真是一个
难得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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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上冻裂了口子，
也不耽误现编对联

4 妻贤子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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