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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对刘佩琦来说，是丰收的一年：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他凭借在《龙之战》中塑造的清末名将冯子材一角，获得了电影频道传媒关
注单元最受关注男演员奖；上半年在荧屏热播的电视剧《白鹿原》中他塑造
的朱先生引起了广泛关注；最近，他参演的年度大戏《那年花开月正圆》也
已正式登场。

刘佩琦十六年前出演《大宅门》中的白颖宇白三爷，塑造了荧屏上的经
典形象。而在接到《那年花开月正圆》剧本的时候，刘佩琦找到了和当年一
样的感觉：“剧本很精彩，脱离宫斗，是一部很接地气的古装剧。吸引我的
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大宅门》。”

一直以来，和刘佩琦搭档拍戏的多是有着“教科书式演技”的演员，说到
这次剧中的搭档，仍然让刘佩琦赞不绝口，“我和孙俪、陈晓都是第一次合
作，在这两位主演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孙俪，剧本不离手，这种
严肃的创作态度，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所以她成功必有她的道理。”

已年近花甲的刘佩琦，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状态，每年都要接上三
四部戏，问他如何保持，他用两个字干脆地回答“得练！”同剧组拍戏的何润
东、俞灏明，每天都要进健身房，“我也没闲着，我毕竟是学舞蹈出身，也练
过武术，”刘佩琦不无自信地说，“胸大肌不用练，恢复个20来天就能上
镜。”

从“白三爷”到“冯子材”，刘佩琦从不挑角色，无论小人物还是还是大
主角，他都仔细揣摩。“任何一个演员都想找到好剧本，适合自己的角色，”
刘佩琦笑言，“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好剧本都砸在我的脑袋上了。所以我也
不能辜负导演的信任，要认认真真地（表演）。” 据新华网

本报讯（记者 庞锦燕 通讯员 张家文）最近几年，因为在综艺节目《欢
乐喜剧人》《笑傲江湖》的舞台上又重新火了一把，德云社的名头越来越为
观众熟知。也许您还在为没有机会去北京德云社或综艺节目录制现场而
感到遗憾，那么现在机会来了！9月15日，“德云三宝”将来到宁波文化广
场大剧院，献上“德云三宝”相声专场演出，为宁波观众奉上搞笑的段子。

“德云三宝”中的“三宝”是指郭德纲门下“云”“鹤”“九”字科的弟子。
“科班”是传统行业中，尤其是传统艺术行业中收取学员的方式，通过不同
的“科”以便区分学员的入学时间，类似于如今的一年级、二年级。郭德纲
的徒弟分别按照年限用“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八个字作为入科的名
字。“德云三宝”中的“云”“鹤”“九”字三科徒弟是经过长时间舞台实践后，
具有成熟、独特、火爆的艺术特点，并且具有一定观众群的佼佼者。

本次德云社派出“德云三宝”A组来到宁波，A组的主要演员有张云
雷、杨九郎、孔云龙、李云杰、冯照洋、杨鹤通。张云雷因在综艺节目《笑傲
江湖》中成功模仿吴莫愁等歌手而被称为“德云歌王”，他形象时尚前卫，表
演活泼可爱，是郭德纲云字科弟子中的佼佼者。张云雷与专攻捧哏的杨九
郎是黄金搭档。这次的“德云三宝”相声专场演出中，他俩将带来相声《欢
声笑语》《因为爱情》。孔云龙学艺时间较长，舞台经验丰富，基本功扎实，
表演风格稳重而可爱，现为德云社演出三队队长。他常与捧逗俱佳的李云
杰搭档，这回两人带来的是相声《对春联》《杂学唱》。冯照洋舞台表现风趣
幽默，杨鹤通形象憨态可掬，两人搭档十分默契，这次他们将合作表演相声
《夸住宅》《学哑语》。

“德云三宝”抖的包袱，宁波的相声爱好者接还是不接？

下周来甬抖包袱

老戏骨刘佩琦点赞孙俪：

剧本不离手 成功有道理

昨日下午，“由善结缘 以乐相助”——汪友诚书画展暨“善报桑榆”慈
善活动举行。汪友诚是宁波市知名书画家，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市“甬耀银
辉”志愿者北仑分会会长。他的书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多家博
物馆、纪念馆收藏。此次义卖活动中，他的175幅书画作品被48家单位和
个人认捐，共募集善款50.7万元。这些善款将全部捐赠给北仑区慈善总
会，用于“善报桑榆”帮扶基金项目。 通讯员 吴秀琴

短讯

大行工匠

30年前，沈惠民从部队退伍分配到
工商银行鄞州支行工作，先后在下辖办事
处、支行任摩托车票据交换员、驾驶员、业
务跑单员，始终在平凡的岗位工作。没有
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豪言壮语，但他却
用自己朴实的追求和模范的言行，展现了
一名共产党员的风采。由于工作出色，他
连续20多年被评为市、县级优秀共产党
员，多次荣获省级、市级劳动模范称号，是
行内外有名的老先进。

风雨兼程跑单路

1989年，沈惠民开始担任支行所辖
的姜山、莫枝、邱隘三个办事处同城票据
交换员。每天从宁波市区出发到邱隘，经
过莫枝再到姜山，一圈子跑下来得有60
多公里，而当时的路况也不太好。晴天，
沙石路上扬起的灰土把他整成个“土人”；
雨天，泥浆迎面扑来又一身泥水；夏天，路
上烈日当头；冬天，寒风刺骨，结冰的路上
骑车还容易摔跤。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常常会受到台风
袭击。有一次在台风中沈惠民骑摩托车疾
驶在莫枝至姜山的公路上，为了防止大雨
打湿材料，他提前用雨衣将交换件严严实
实地包扎好。突然“砰”的一声，气胎被扎
破，车子“抛锚”了。那个地方离姜山还有
十里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更别说补胎
了。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四周白茫茫
一片，不见一个人影，浑身上下被雨水淋透
的沈惠民，推着摩托车，顶风冒雨，一步一
步艰难地赶着路。当他把完好无损的票据
送到姜山办事处，对方单位的工作人员见
到他这副狼狈相，又惊讶又感动。

从当初骑着自行车跑单，到后来驾驶
摩托车、汽车跑单，由于长年累月的驾驶，
他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一天
工作下来，经常是痛得直不起腰抬不起
腿，但他从来没有半点怨言。有时一天忙
碌下来，回家上楼梯就会感到吃力，脸发
白，身子出汗，但他脸上总是装出不疲倦
的样子，生怕家人为他担心。

5年多的时间，他安全行程10万多公
里，前后交换票据、信件4万多件，件件做
到安全、准时、无差错，出色地完成了交换
任务，保证了资金的及时周转。

精益求精赢客户

2000年8月，工行鄞州支行把他从
保卫科调到营业部，专门负责为结算大户
上门收款收单。

这份工作每天往来于银行和重要客
户之间，天天与票据存单等打交道，服务
必须好，责任心要非常强。如果稍有不慎
就将出差错，就会给工行造成不良的社会
影响，甚至造成资金的损失，还可能会流
失一个大客户。沈惠民深知这个重要性，
因此，他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去。为避免出差错，他对每一张票据、每
一笔款项登记在册，力求仔细仔细再仔
细，多年下来他记录过的票据登记簿已有

好几十本。为了能当面准确解答存款结
算大户时常关注询问的一些问题，他坚持
平时抽空学习一些业务书籍，并虚心向同
事们请教会计、出纳等方面的知识，让自
己成为多面手。

在上门收款收单的12年中，沈惠民
每天要跑20多个单位，为了赶时间，他往
往不乘电梯，而是楼上楼下跑，一天跑单下
来常常累得腿发软腰发酸。特定的职业决
定了他无惊天动地之举，无大起大落之
情。而在这条路上的艰辛与孤寂，所需要
的毅力和耐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有同事给他算过，这二十几年来，他脚下跑
过的路程足足可以绕上地球12圈多。

沈惠民自觉将为结算大户上门收单
作为传播和维护工行信誉的平台，以真诚
的服务向客户传播了“您身边的银行，可
信赖的银行”这一信条，在支行搞好优质
客户的维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
年，一家大客户单位本来要把一个新账户
开在另一家银行，但该单位会计和外勤人
员一致提议将账户开在工行，认为沈惠民
工作仔细认真，从没出一点差错，而且他
总是为客户着想，把账户开在工行鄞州支
行更放心，最后新账户顺利开在了工行鄞
州支行。

无处不在的“沈师傅”

沈惠民打从入行那一天起，就把自己
紧紧融入到工商银行的大家庭，一心扑在
工作上，总是先“大家”后“小家”。当年他
结婚时，婚事全是未婚妻和家人在操劳，
他一天都没调休，直到结婚前一天干完工
作才想到头发还没理。妻子做产送医院
那一天，他也没请假。不巧妻子碰到难
产，医院多次打电话找他在手术单上签
字，可他直到跑完交换才匆匆赶到医院，
还是一位到医院探望病人的同乡熟人代
他签了字才使他的妻子顺利做了手术。
30年来从未因家事请过假，调过休，都是
上满班、出满勤。对家人，他总有深深的
内疚感；对自己，他又总是告诫：“家庭事
再大也是小事，行里事再小也是大事，决
不能因为家庭事而影响行里的工作。”

三十年如一日，在工行鄞州支行，沈
惠民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沈师傅”。在
工余时间里，沈惠民是一个闲不住的巧手
匠，不仅车子小修理自己动手，从不大手
大脚；门卫的气筒坏了他帮着修好了，桌
子板凳坏了他又主动去修好了。

2010年，他评上优秀共产党员，行里
发给了他600元的奖励，他用这笔钱给行
里买了一台打气泵。“原来门卫有个打气
筒，用得久了，修不好。我看同事们经常
需要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打气，没了打
气筒很不方便，就买了一台。”后来这台气
泵几乎每天都有人用到，但是有许多人不
知道自己平常使用的这台打气泵是“沈师
傅”用自己的钱给大伙买的。做了好事也
不留名，这就是“沈师傅”一贯的作风。

记者 周静

工行“行者”沈惠民

图为随时
在大堂了解
后勤配备情
况 的“ 沈 师
傅”（右）。

摄影 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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