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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委老干部局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联办

间瞬

温馨
杨美荣，75 岁，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 退休后，她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积极参与送文

化下乡演出活动，带头深入乡村福利院、军烈属家中慰问，关爱贫困儿童及参加各种公益
活动等。 她唱腔优美，艺术表演精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通讯员 葛英 摄

沈丘县诗词学会
“满载而归”

全国诗词大会秋笔会举行

□通讯员 郭成云 窦孝奇

本报讯 近日，沈丘县诗词学
会应邀参加了中华诗词学会在革

命老区福建省古旧会址举办的全

国诗词大会秋笔会， 并且收获颇
丰。

在此次活动中， 沈丘县诗词
学会共获 3 项荣誉：一是多年来，
诗词学会会员积极参加活动 ，为
中华诗词名县增光添彩， 被中华
诗词学会评为诗词活动先进单

位；二是副会长郭成云、副会长兼
秘书长韩俊生分别被评为全国诗

词活动先进个人；三是胡文明、李
洪年、韩俊升、朱香梅、程书田、崔
国占等 7 人的作品荣获优秀作品
奖。 据悉，这些优秀稿件将在诗词
权威杂志《中华诗词》刊物上陆续
分期发表。

市委老干部局开展
“送书画进乡村”活动

□记者 宋馨

本报讯 10 月 19 日， 市委老
干部局组织 10 名知名书画家 ，
走进商水县张庄乡杨庄行政村 ，
开展 “送书画进乡村” 活动。

本次活动以文化惠民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 对加强农村文化建
设、 推进乡村公益性文化事业发
展、 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帮助
更多基层群众感受和领略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助力我市文化发
展。

活动现场， 10 位书画家挥毫
泼墨， 村民围在他们身边观看 。
端正秀丽的楷书、 洒脱飘逸的行
书、 庄重典雅的隶书， 还有笔酣
墨饱、 刻画入微的绘画， 一幅幅
作品伴着墨香呈现在大家面前 。
短短几个小时， 书画家们书写字
画百余幅， 高雅别致的书画作品
充分展现了作者对农村发展的美

好期盼和祝福。
书画家焦银庭说 ： “今天 ，

我们 10 位同志很荣幸能参加这
次 ‘送书画进乡村’ 活动， 也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 乡亲们能热爱
传统文化、 发扬传统文化、 宣传
传统文化。”

现场前来领取字画的群众络

绎不绝， 气氛十分热烈， 他们希
望以后能多组织这样的送文化下

乡活动 ， 为乡村带来高品质文
化， 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 “谢
谢他们送的字画 ， 我非常喜欢 。
回去后我一定裱好挂在家中 。 ”
村民黄山晓说。

王法武：不离不弃“绘”夕阳
□通讯员 张然

今年 74 岁的王法武，2005 年退
休，2006 年担任淮阳县老年书画研究
会会长。

王法武酷爱书法，打小就开始临
摹“颜柳欧赵”及“二王”作品。 因此，
最擅长楷书与行书的王法武，在参加
省市级书法比赛时多次获奖。 现在，
他还是周口市老年书画诗词研究会

理事、省书法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
画研究会会员及创作研究员。

通过深入了解得知，王法武无论
是照顾老伴方面，或是书法造诣研究
方面，已做到不离不弃。

王法武的老伴梁洪英，2000 年患
上脑梗， 后来病情加重，2012 年近乎
植物人。 就这样，他的老伴在病床上
一躺就是 6 年。 王法武说：“自从老伴
卧床后，我日日夜夜伺候着，啥时候
喂药、翻身，啥时候鼻中喂流食，都记
得清清楚楚。 老伴的生病日记，我都
记有五六本了。 ”

在王法武照顾老伴的过程中，最
麻烦的就是老伴每两个小时要上一

次厕所，夜间也是如此。 为此，他没有
睡过一个安稳觉。 因老伴只能从鼻中

进食流食和药物，为保质保量，他用
微型打碎机把药片打碎，用温开水溶
化后再从鼻中喂老伴。 为了照顾好老
伴，王法武还学会了测量血压、血糖
等。

在谈到为啥伺候老伴这么尽心

时，王法武说：“老伴为这个家辛苦操
劳了一辈子，如今，她最需要关爱之
时，我决不能不管不问。”6 年来，王法
武每天不厌其烦、 细心地伺候着老
伴。

在照顾老伴的同时，为让淮阳老
年书画研究会办得有声有色，王法武
对研究会也没少投入时间和精力。 淮
阳老年书画研究会主要是 “以书会
友、提高记忆、陶冶情操、延年益寿”
为目的，所以，他经常带领会员到其
他县市学习交流；组织大家开展书画
现场点评活动， 让大家相互学习；还
经常举办一些笔会与展览活动；每年
春节还组织书画队员到乡村开展义

写义送春联活动等。
2012 年春节前夕，老伴在郑州住

院期间，王法武还参加了郑州东区的
义写春联赠送活动。 仅此一次，他就
义写春联 200 多幅，并且还为大家现
场上了一堂书法课。

对此，王法武解释说：“书画只有
通过相互交流， 才能促使其水平提
高。 只有走出去，才能提高淮阳的知
名度与美誉度。 同时，这也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精神文明活动

开展的需要呀！ ”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王法武还

常常自掏腰包购买一些笔墨纸砚。 几
年来，他垫资已达 3000 多元，义送书
法作品 2000 多幅。 王法武说：“当领
导就要学会吃亏， 吃亏是福也是寿，
我舍弃的是钱，得到的是大家的认可
与赞同。 ”

在王法武的带领下，近年来淮阳
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已增至百余人。
提及王法武，人人点赞不已。 而王法
武则谦虚地说：“退休后就应该让夕
阳更红更美，我要用实际行动绘就夕
阳美好画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