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报记者 左素莉 图/本报记者 胡鸿丽
日煦云淡风细细，绿浓花艳情殷殷。5月23日是第

五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是一个饱含着文艺志愿
者对人民无限深情的日子。为深入贯彻党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
持文艺惠民、文艺为民、文艺乐民根本宗旨，进一步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这一
天，“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郾城实验高中活动举行，
郾城区委宣传部、郾城区文联组织区书法家协会、美
术家协会、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摄
影家协会文艺志愿者携手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
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文艺志愿者来到郾城区实验高
中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以满腔热忱和精湛的艺术
修养传播文学艺术，传递文明风尚，把文艺和文明的
种子播撒在校园里，让文艺和文明成为莘莘学子最美
的青春风景线！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是漯河日报水韵沙澧
读书会2016年推出的传播先进文化的品牌活动。今年
年初以来，“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开始走进社区、
农村、企业、机关讲授孝道文化、许慎文化。来到郾
城区实验高中是“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进校园活
动的第一站。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伦
理，它扎根于国人的血脉中；作为文化，被一代又一
代人传承；它，润物细无声，是一切德行的母体，是
构建社会大厦的原动力。针对当今孝道弱化、衰落的
现状，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邀请我市知名作
家、市委老干部局原副局长张德贞作题为《孝道的重
量》的专题讲座，为学子传播中华传统孝道文化。

“来到校园，面对这么多年轻的面孔，感受桃李
芬芳与硕果累累，与青春为伍，让我想起了30多年前
当教师时教也乐乐、学也乐乐、师生共同成长的日
子。今天，让我们一起开启共同成长的新里程！”张德
贞热情洋溢的开场白赢得热烈掌声。

在列举了不孝的事例、分析了孝道弱化衰落的原
因后，张德贞主要阐述了人为什么要讲孝道、怎样尽
孝道。他提出了“孝道四重”，即岁月之重、天地之
重、伦理之重、立德之重，提出了“孝有五恩”，即生
育之恩、养育之恩、培育之恩、婚嫁之恩、依存之

恩，深刻论述了孝道的历史渊源、孝道承载的伦理之
重、孝道与立德的紧密关系等。讲座事例生动、分析
透彻、观点独到、文采斐然，会议室里掌声不断。郾
城实验高中学生刘莹莹说：“听了张德贞老师的讲座，
很受震动，让我想起了与母亲的日常相处，由于正处
于青春叛逆期，我与母亲经常发生口角，背离了延绵
了几千年的传统孝道，听了讲座心里格外愧疚。父母
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并把我养大成人，今后的生活
中，要常念父母之恩，多站在父母的角度考虑问题，
尊重父母、孝敬父母、传承孝道。”

水墨在白色的宣纸上流淌，意蕴在隽永的墨香里
开花。郾城区书法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们泼墨挥毫，
尽兴书写，写出满纸风光。潘清江的草书奔放飘溢，
颇具仙风道骨；赵连生的行书如同行云流水，潇洒遒
劲；黄保国的草书酣畅淋漓、收放自如；何晓东书法
轻逸渊雅、洋溢古韵；张学良的书法别具风采、字能
传神；潘迎军的书法有汉代之风，如同陈酿……书法
家们渐入创作佳境，一幅幅书法作品新鲜出炉，皆是
富有生命力的精灵，在空旷的宣纸上、虚无的时光里
舞蹈。郾城实验高中的学生们观看书法家们创作，看
得专注，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书法作品一点点滋润着他
们的心灵。学生高鑫瑶说：“看了书法家们的创作过
程，我觉得书法特别美，和所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样，具有历史感、厚重感、神秘感、优雅感，书法
作品完成过程也是修身养性的过程，我很想跟书法家
们学习书法，充实心灵，滋养生命，让生活变得更有
趣、更多彩。”

笔墨在思绪里游走，灵感在凝神间生发。郾城区
美术家协会文艺志愿者王博很快完成了山水画 《山
居》，山突兀磅礴，树秀媚清疏，几间小房在山腰聚
集，表现出了山中的幽静虚淡，寄托了画家一片素
心。郾城区美术家协会文艺志愿者代爱在创作的过程
中抒发女性绵密的情思，她画的菊花热烈如阳光，菊
花旁的山石却清冷如冰雪。郾城区美术家协会文艺志
愿者杜东亮画的红梅充满生命力，仿佛能听到梅花绽
放的声音。80多岁的郾城区美术家协会文艺志愿者申
进贤轻描淡画，寥寥数笔，清雅的兰草就呈现在宣纸
上，散发着让人着迷的魅力。申进贤尤其擅长画牡

丹，每朵牡丹都有不同的姿态和神韵，国色天香，顾
盼倾城。郾城实验高中的十几名学生专注地看国画
家们作画，并聆听他们点评。学生岳艳云说：“看了
老师们作画，让我了解了国画的创作过程，提升了
艺术鉴赏水平。国画之美尽在意会中，也很想学画
国画，弘扬传统艺术。”王博说：“艺术来源于生
活，融入了画家对生活的感受，通过参加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使艺术回到生活中，服务人民，是很有意
义的事情。”

郾城区舞蹈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朱沛丽此次为学
生们上了一堂舞蹈课，教学生们东北秧歌的基本手
位。学生陈伟豪说：“跟舞蹈家学习跳正宗的东北秧
歌，让我领略到了民族舞动人的魅力，也带给我自
信、快乐。”朱沛丽说：“跟学生们在一起我也很开
心，我经常给她们上课，教她们舞蹈基本功、幼儿舞
蹈、民族舞，她们都学的幼师专业，将来要教幼儿跳
舞，想到舞蹈艺术能一代代传承下去，觉得做志愿服
务有意义、有价值。”

郾城区音乐家协会的两名文艺志愿者给学生们上
音乐课，教学生们指挥知识。他们说：“希望这些学生
通过音乐的浸润，能拥有一个更丰富的心灵，保持对
生活的新鲜感，热爱大自然和艺术。作为一名音乐
家，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郾城区摄影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韩彦斌、李福珍
拍下了文艺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拍下了触动
他们心灵的画面，并向学生们传授摄影知识。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王剑、谭艺君、
安小悠等为学生讲授文学创作知识，他们认真观察文
艺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了解他们的感受和心
声，寻找鲜活的素材和灿烂的灵感，准备创作文学作
品。王剑说：“1942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以领袖的远大胸襟和诗人的真挚情
怀，提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
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
研究、分析生活。’这话犹如一盏明灯，几十年来一直
烛照着作家们的心灵。想想今天来到郾城实验高中，
正是在践行这些伟大思想，就觉得内心很宁静很充
实。”

播撒文艺和文明种子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郾城实验高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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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河》 是一本纪实文学书籍，全书十余万字，40 幅图
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树高千尺忘不了根”，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回
梁家河的生动场景及40多年来对梁家河乡亲们的绵绵深情和关心
牵挂；第二部分“窑洞里长满了故事”，讲述了他带领村民打坝造
田、修沼气池、建铁业社等发展生产的为民情怀以及刻苦学习、
不忘修身的励志故事，让读者深刻认识到青年习近平是如何在逆
境中成长，在窑洞里读书求知、汲取精神力量，在实干中逐步树
立“要为人民做实事”的坚定理想信念；第三部分“一声声喊我
小名”，讲述了当年与习近平交往中的小伙伴们获得了哪些人生大
学问，进而提升了他们的人生境界，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第
四部分“我们走在阳光路上”，通过描述梁家河40多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亲们的幸福生活，为读者展现了梁家河村翻天
覆地的巨大变化。

《梁家河》是探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
史起点、实践起点和情感起点的优秀读本，是广大青少年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励志成才的实践教科书，将成为广大党员
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延安精神的生动教材，也将为外界
了解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提供一个重要窗口。

2018年5月26日（周六）上午9点整，新闻大厦漯河日报社三
楼多功能会议室，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
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将举办“站在沙澧河 瞻望梁家河”——
纪实文学《梁家河》读书分享会，聆听到过梁家河或读过《梁家
河》 的读者描绘梁家河风光、畅谈读书心得、分享知青生活故
事、朗诵动人章节、讲述改革开放40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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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舞东风，燕喧春水，一霎
疏雨新收。晓堤初步，芳草漾汀
洲。漫立当年渡口，人言道：号
子樯舟。烟波上，红翎翠羽，飞
掠两三鸥。

千秋，谁料得，陶令遗梦，
有日成酬。眺星桥排岸，榭缀亭
楼。绿树红英尽处，京珠练，高
铁龙游。朝阳下，雄津要渡，一
碧续风流。

满庭芳·沙堤抒感
■刘俊龙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吴继红
5月23日是第五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也

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6周年
纪念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
最好实践，就是通过文艺志愿服务架起文艺工作者与人
民之间的纽带和桥梁。这不仅是新时期文艺工作者为人
民服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重要渠道。送文化送艺术进校园，让国画艺术在学
生的兴趣中、探究中得到更好的承传与发扬，让高中的
孩子们拿起中国的毛笔，使用中国的墨，描画中国的
纸，把中国优秀的古老文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就像
蒲公英一样，把志愿精神和文艺梦想的种子广泛地播撒
到校园里，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让优秀的文化艺
术生根开花，这是文艺志愿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让志愿精神和文艺梦想生根开花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谭艺君

“今天我们来讲讲东北秧歌的手位组合，叉腰
位、胸前位、展翅位……要注意身体的协调性，通
过肢体语言表达出东北姑娘泼辣、俏皮、活泼、刚
柔并济的性格特点……”郾城实验高中舞蹈教室
里，身材高挑的郾城区舞蹈家协会志愿服务人员朱
沛丽正在给学生上舞蹈课。她已经为这所学校的学
生义务上了两年舞蹈课了，每周三节课、每次两个
小时，主要教授孩子们学习民族舞蹈。

轻快的音乐声中，少女们翩翩起舞，舞姿灵
动，仿佛风和云、蝴蝶和花香，都栖息在肩膀，充
满爱和希望。不由让人想起一首诗：“如果鲜花不够
用，那就直接用少女舞蹈。”

“在进行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和孩子们相互
学习，帮助他们发现并发挥自己的特长。学习过程
中总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她们脸上总是挂着青春
的笑容。孩子们的这股劲头儿和自信让我十分感
动。”朱沛丽说，成为一名文艺志愿者，用自己的所
长播撒艺术的种子，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是一
件很幸福的事。

随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志愿等活动
的不断深入开展，相信必将有更多的文艺工作者加
入志愿服务的行列，传递社会正能量，将艺术送入
人心。

让艺术的种子
随风播撒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杨新伟：听了张德贞老
师《孝道的重量》讲座，我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一次道德的审判。有些人会说，孝敬父母很简单，有
吃有喝就行了，我认为这样的孝道是飘在半空的，是
轻飘飘没有重量的。回想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父母耐
心哺育、细心照顾下长大的。孩子长大了、上学了，
父母亲又开始了新的忙碌。孩子上了大学，离开了父
母，父母亲又开始了新的煎熬。孩子毕业了，踏入社
会，找到了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父母亲是不是就
该歇歇了？不，还没有，还有结婚这更艰巨的任务在

等待着他们。等孩子成立了小家庭，有了自己的后
代，父母亲又开始为孙子、孙女忙碌……父母给予我
们的是沉甸甸的爱，而我们回报给他们的孝心，也应
是沉甸甸有重量的孝呀！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小悠：摄影家是行走
的时代记录者，他们用一幅幅影像作品记录时代变迁
和城乡发展。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此次文艺进
校园，为学生送去了精神食粮，郾城区摄影协会李福
珍老师现场为同学们讲解摄影精髓，并对学生作品做
了专业点评。李老师说“摄影贵在四点，即不怕苦、

拼体力、有智慧、会思维”，让学生们受益匪浅，更
深入了解了摄影艺术，对他们日后的学习有很大帮
助，为他们明确了学习方向，将来成为对国家和社会
更有用的人。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陈爱莲：这次文艺志愿
者活动，让学生们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一幅幅美丽的照
片、一幅幅苍劲有力的书画作品，更是文艺工作者那
种认真执著的精神。这也许就是文艺志愿者活动的要
旨，不仅把文艺、把美好送给人们，更重要的是激发
他们爱好文艺、追求美好的情感。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王学明
文化的作用在于感染人、影响人、鼓舞人，把优秀

的文艺精品传递给基层人民群众，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
的社会责任。“红色文艺轻骑兵”活动的开展，为文艺
工作者走向基层、走向群众搭建了载体。参与此次“红
色文艺轻骑兵”活动的文艺志愿者们来自文学、音乐、
舞蹈、书法、摄影等各个领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
极高的造诣，而且善于用独特的视角向人们展示艺术魅
力。人们在欣赏文艺的过程中，自身的思想感情、精神
追求、道德理念、行为方式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潜移

默化的影响，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对于文
艺工作者来说，在把文艺精品奉献给人民群众的同时，
自身也能够从基层生活中捕捉创作素材和创作灵感，进
而创作出更优质的文艺作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
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
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
人心。”搞文艺创作，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
群众，是创作不出文艺精品的，只有走进生活深处，多
下基层接地气，才会找寻到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创作精品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 剑
5月23日，一个晴好的日子。掩映在白杨树林

里的郾城实验高中，一片祥和。
这一天，漯河市文艺轻骑兵进校园活动，在这

里如期举行。群贤毕至，大家云集。作家们来了，
画家们来了，书法家们也来了，80多岁的申进贤老
师，精神矍铄，容光焕发。艺术家们挥毫泼墨，逸
兴遄飞。师生们兴致勃勃，看得如痴如醉。

不知不觉，半天时间就过去了。突然想到，今
天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
76周年的日子。1942年，毛主席以领袖的远大胸襟
和诗人的真挚情怀，提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
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
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这些话犹如
一盏明灯，几十年来一直烛照着作家们的心灵。想
想这半天，我们正是在践行这些伟大思想，我的心
是宁静的充实的。

校园清风和
书画笔意深

■李 季
草帽是田野里的花朵，从春末一直盛开到秋初。幅员辽阔的大地

上，到底盛开着多少草帽，没人能说得清楚。
夏天万物繁盛，庄稼贪长，地里的活也就特别多，艳阳高照，农

人们照样忙碌，草帽是遮挡阳光的必需品，谁也离不了。有时候带着
幼小的孩子下地，孩子玩累睡着了，帽子就盖在孩子的脸上，挡阳
光，也挡蚊虫。田间地头，绿油油的草丛间开满五颜六色的花儿，孩
子躺在花香里，微风轻拂，几只蝴蝶围着熟睡的孩子翩翩起舞。在乡
下，哪个孩子没有在草帽的遮挡下做过甜美的梦呢？

乡间的草帽简直是万能的，可以当盆盖，盖菜盆、盖酱盆，阻挡
灰尘和蚊蝇；可以当伞挡雨；累了休息时，垫在地下，往上一坐，不
会弄脏裤子，躺在草地上时，还可以垫在脑后，当然还是能扇风的扇
子；它还是孩子们的玩具，被当成飞碟，扔过来抛过去。最后破的没
法戴了，还能送给地头的稻草人。

在乡下，想了解一个人，看他的草帽即可。爱干净的人，草帽总
是被洗得干干净净的；勤劳能干的人，草帽贴着头的部分被汗水浸湿
了一遍又一遍，发着油亮的光；不讲究的人，草帽也是没有正形的，
圆不圆扁不扁地戴在头上；爱美的人，草帽的沿上常常插着乡下寻常
可见的栀子花，不仅好看，而且香气扑鼻。对喜欢歪戴帽子的人，我
们有一句玩笑话，“歪戴帽子斜戴花，娶个老婆不着家”。

草帽大多是不值钱的麦秸编成的，新的时候是淡黄色，散发着麦
秸的清香。用不多久，就成了深黄色，最后成了灰色，凝聚着无数缕
阳光和无数滴汗水。

收工时，帽子往后一推，因为有带子挂在脖子上，帽子被背在身
后，像是背着一轮皎洁的满月回了家。平时，草帽就挂在屋里的墙
上。有的随便扔在墙角，说不定用的时候去拿，会发现里面有一窝肉
乎乎的小老鼠。我们家草帽平时放在杂物间，我就在帽子里看到过一
窝麻雀蛋。妈妈不让动，那顶草帽就被麻雀一家长久地霸占着。

过年大扫除，扫屋顶的蜘蛛网、积灰，刷墙，还是离不了草帽。
爱干净的姑娘平时做饭也要戴草帽，以免草木灰扬到头发上。姑娘们
下地戴的基本不是那种最常见的草帽，嫌土气，她们戴的是帽檐很宽
的布帽子，上面扎着蝴蝶结，出门也能戴出去。

乡下的草帽，我也曾戴了很多年。我从十来岁就开始下地干力所
能及的活，夏天也不例外。那草帽开始戴在头上还很大，能遮住整张
脸，而且头一晃就能把帽子晃掉，随着岁月的增长，那张日渐成熟的
脸慢慢从帽檐下露了出来，后来从乡下漂到了远方。

戴草帽系带子难免勒脖子，很多人嫌不舒服都不系，所以风一
大，头上的草帽就会被吹跑。在乡下，最好玩的一幕是，人们一边笑
一边跑，在田野里追自己的草帽。草帽调皮，刚要抓住它，它又一路
翻着跟头，跑远了。

乡间的草帽

■陈猛猛
每一次，飞奔在一望无际的麦田
天空中总会出现一道亮丽的彩虹
微风中有麦子的清香
混合着泥土的芬芳
风舞，一刹那
这一刻，岁月静好
时光定格锦瑟流年
行走在，充满希望的麦田
满是纯真的味道
现世安稳，一切都妙

这一刻，麦子谦逊地弯下了腰
沉甸甸的希望铺满大地
籽粒越是饱满，头越垂得低下
麦子喜欢在这块热土上舞蹈
麦子喜欢在有雨的日子里歌唱
麦子喜欢沐浴着阳光吐穗
麦子更喜欢于月色溶溶中灌浆
为了一方生灵的滋养
麦子献出所有爱的回荡
一片海洋般广阔的不了情怀
久久在麦田里交响

麦田爱情

张德贞在“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作专题讲座。 郾城区美术家协会文艺志愿者现场作画。

郾城区书法家协会文艺志愿者尽情书写。 郾城区舞蹈家协会文艺志愿者辅导学生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