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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耀前）“勾漏

仙踪，历史悠久；容山风韵，目不

暇接……”5月 20日下午，在北流

市平政镇岭垌村旺坡屯村民窦飞

家里，一场小型“粤曲演唱会”正

在上演。10多名老人，有的拉高

胡，有的弹二弦和扬琴，有的拿着

麦克风高唱粤曲，吸引了喜欢粤

曲的村民观看。

原来，这些老人是北流市粤曲

协会的会员。“我们所唱的粤曲，都

是会员自己创作的。”组织活动的

罗崇荣是北流市粤曲协会会长。

他说，这次选择在窦飞家举办，是

想圆了他的一个心愿。窦飞是协

会的荣誉会长，今年 93岁的他仍

很热心粤曲协会的活动，经常捐资

给协会筹办各种活动。今年初，他

就提出要在北流城区组织粤曲协

会的会员举办一场粤曲演唱会，让

更多市民了解粤曲，爱上粤曲。

协会的会员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便

决定把演唱的地址改到他家里。

据了解，北流市粤曲协会成

立已有 30年的历史。近年来，由

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粤曲等

民间文化艺术不再受到人们的欣

赏，让粤曲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

影响。北流市粤曲协会为了推动

粤曲艺术更好地传承、发展、繁

荣，经常性举办各种活动，以吸引

年轻人加入到粤曲协会来。

本报讯（记者 陈君铭）“祝你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5
月 20日，容县黎村镇平石村抗战

老兵玉汝华家中充满欢声笑语。

当天，是玉汝华的98岁生日，关爱

容县抗战老兵组委会的志愿者来

到老兵家中，与其家人一起为他

庆祝生日。

中午 12时许，10余名志愿者

在容县县城集中出发，赶往玉汝

华家。鲜花、长寿面、生日蛋糕，

还有广西壹方慈善基金会、深圳

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关爱容县抗

日老兵组委会及各地志愿者敬献

的 3000多元祝寿礼金，玉汝华收

到这份特别的礼物，笑得很开心。

玉汝华坐在桌前，肩披绶带，

头戴皇冠，显得格外精神。据玉

汝华回忆，他是在1943年入伍的，

当了 6年通信兵。在抗日战争期

间，随部队辗转广西、湖北、安徽、

陕西多地抗击日寇。有一次，在

陕西铺设电话线时碰到日本鬼子

的搜捕。

“我负责放电话线，战友负责

摆电话线，前面有两名战友带着

枪掩护我们。”玉汝华说，他突然

听到枪响，前面那两名作掩护的

战友被打死倒在路上，他和战友

见状马上跳到河里躲起来，看到

岸上走来10多个日本鬼子。所幸

没有被对方搜查到，因此躲过一

劫。

解放后，玉汝华退伍返乡，养

育两儿两女。因入伍前在私塾读

过书，他教导有方，儿女们从事教

师、司机等职业，一大家子其乐融

融。

据关爱容县抗日老兵组委会

的志愿者莫宁华介绍，该组织自

2015年成立以来，全力做好抗战

老兵服务工作，在季度日常陪伴

抗战老兵的基础上，还开展抗战

老兵生日祝寿、逢年过节慰问、老

兵住院探望等活动。目前，登记

在册的容县籍抗战老兵仅剩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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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货车和养牛本是两个不沾边的行当，但北流市民安镇
民安村的卢宗敬却在51岁那年，停止开货车，实现转行，在自
家背后的山岭上养起黄牛来。以销售幼牛为主，一年挣五六
万元，至今已养了10年。今年已经60岁的他，子女都有不错
的收入，家里还有厂房出租，但他仍不愿闲着，坚持在山上养
牛。他说，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日子才会过得充实。

当天，记者跟着他走了两三

公里后，来到其中一个放牧点。

这里放养着五六头黄牛。“这全是

怀孕的母牛。”他把每头黄牛都拴

起来，“这里离公路近，拴起来让

母牛安心在一个地方吃草。”

卢宗敬来到放牧点，就给母

牛解开绳索，给它们转移位置。

他说，几头母牛都是今年要生产

的，所以专门拉到野草长得比较

好的地方。他每天会给母牛换一

到两次位置，母牛把一个地方的

青草吃干净，再换到另外一个地

方。

除了养牛外，卢宗敬还养有

少量黑山羊，黑山羊基本供自家

食用的。“最多时养有20多头黄牛

和 10多只黑山羊，全部采取山上

放养的方式。”他说，牛栏羊栏也

是建在山上，平时基本不用看

管。除了怀孕的母牛，其他黄牛

和羊就每天早上放出来，晚上赶

回栏里就可以了。

“开始养殖的时候，我既卖幼

牛，也卖肉牛，一年收入 10 多万

元。”不过，卢宗敬现在缩小了养

殖规模，只养了 10头母牛和七八

只黑山羊。他说，现在以卖幼牛

为主，一年也有五六万元的收入。

最多时山上放养20多头黄牛

养牛成了他戒不掉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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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宗敬是一名退役军人，开

始养牛是在 51岁那年。在之前，

他一直是开货车，没接触过养殖

业。“开了几十年货车，家里人觉

得我年纪大了，再开货车不安全，

我就干脆转行了。”他当初想到养

牛，是源于电视上的一个财经节

目。他说，那期财经节目说的是

一个养牛的农民，一年能赚100多

万元。他想自己几十年来只会开

车，别无所长，不如养牛试试。于

是在家背后的山上盖了一个牛

棚，买回几头母牛，正式投进入养

牛这个行当。

“别人都说养牛技术难学，但

我觉得没什么。”卢宗敬不像别人

那样去拜师学艺，而是买几本养

牛技术的书籍自己钻研。他说，

遇到问题就在书本上寻找解决的

办法。第一年几头母牛产下几头

幼牛，他把幼牛留下来做种牛，慢

慢扩大养殖规模。3年后，养殖数

量达到了20多头。

“现在减小养殖规模，主要是

要照顾孙子。”他的两个儿子都在

外工作，大儿子在广东鹤山当医

生，小儿子还在部队服役。为了

让儿子在外安心工作和服役，他

担起了照顾孙子的重任。

不过他表示，待孙子上学后，

他会恢复之前的养殖规模。“养牛

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个戒不

掉的‘嗜好’。”他说，因为养牛，整

天往山上跑，他身体一直很好，这

也是他养牛养羊的另一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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