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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书农家书屋屋””活活起来起来
美丽乡村富起来美丽乡村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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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齐斐斐 张军 徐
倩）“村上十几年前就建起了农
家书屋，这两年又充实了不少
书，我们这些老人，每天都可
以来这里读书看报，很幸福
啊！”新华区小赵庄乡西村社区
75岁的老党员宋文秀，笑呵呵
地道出了这些年农家书屋给人
们带来的快乐。

宋文秀是老支书，这些年
村上的发展变化他都有深刻体
会。现在年过七旬，每天在农
家书屋看报纸杂志，抄录党的
方针政策、重大事件，每周都
要给村上党员们学习宣讲。

王清松是西村的党支部副
书记，对书屋的管理很认真。
王清松说，自 2017 年以来，
书屋从原来的几十平方米扩建
到现在的 200多平方米，图书
2000 余册，涉及科技、经
济、家庭生活等十几个方面。
村民们随借随还，还可以和新
华区图书馆通借通还。这两
年，村干部和党员们定期组织
活动，以“学习治国理政”为
主题，大家在一起交流学习，
传达党的声音。另外，农家书
屋也是孩子们读书学习的好场
所，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聚集
几十个孩子。2021年，村上
还邀请了樊登读书会等组织团
体，和这里的家长孩子们一起
读书、一同交流，大家收获颇
丰。

近几年，新华区持续加
大农村文化设施投入力度，
全面推进农家书屋提档升
级。重点建设的小赵庄乡 20
个行政村已经实现全覆盖，
2021年为每个村补充更新图
书1728册。

来到北赵家坟村农家书
屋，窗明几净，书香徐徐。村
主任孙国旺正和村民孙希森、
孙文通等讨论春节要举办的读
书活动。去年他们开展了“新
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累计
80余人参加了阅读活动。

自去年以来，小赵庄乡
各村农家书屋以数字化建设
为契机，改进书屋服务模
式。将顾官屯、西村、北赵
家坟、徐官屯村农家书屋设
为数字化管理试点，运用

“互联网+书屋”方法，实现
了农家书屋的数字化和日常
管理的技术化，提升了农家
书屋的使用效率，为群众提
供更快捷、更方便，全方
位、全时限的数字阅读服
务。他们以党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挖掘书屋潜在价值，
农家书屋成了村级文化建设
的重要阵地，让大家对党史
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激发了
建设美丽乡村的勇气和激
情，为进一步改善村风民
风、助力乡村振兴营造了良
好的文化氛围。

54 岁的王凤贞是沧县纸坊头
乡窎庄小学一名普通的英语老
师。在与王老师的交流中，美美
的笑容一直从嘴角漾到眉梢，让
人如沐春风。无论是生活还是工
作，她都保持着满满的热爱和激
情。几十年来，就是这份光和
热，支持着她，并带动影响着更
多的身边人。

王凤贞 1989 年参加工作，对
工作兢兢业业，至今还在教学一

线。上世纪 90 年代的窎庄小学师
资力量短缺，王凤贞就充当了全
科老师，语文、数学、历史，甚
至体育。在 2000 年左右，河北省
普及小学英语后，王凤贞才成为
专职英语老师。

她说，英语对于农村的孩子们
来说，学起来很困难，家长不懂，
接触又少，重视程度也不够。白天
除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外，晚
上还要检查每个班孩子的听读作
业，往往一忙就到深夜。

“小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教给
他们什么，他们就学什么，也会
在哪里提高。”她把整个班级分为
若干小组，让孩子们学会互相监
督，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一些思
想引导。这样不仅提高了孩子们
的学习积极性，也可以从小引导
他们如何做一名管理者。

她定期抽查每个小组、填写
评语，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学习
英语的热情，成绩自然也提了上
来。她所教的 4个班英语成绩每次
在全乡都名列前茅。对成绩好和
进步大的孩子，她常常自掏腰
包，给孩子们买奖品、颁奖状。

工作中认真负责，生活中的
王凤贞既是孝女又是慈母。80 多
岁的母亲摔伤腿瘫痪在床，90 多

岁的老父亲生活也不能自理，她
和姐姐们轮班照顾。她白天上
班，只能夜晚照顾老人，给母亲
按摩，给父亲穿衣服。老人总是
起夜，有时候一晚上起来 20 多
次，她不厌其烦地悉心照料。这
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四五年。

一周有四个晚上，王凤贞都
在照顾老人。白天上班时，两只
眼睛熬得通红，困了就利用课间
休息几分钟。长期休息不好，王
凤贞发现自己脸色暗沉，一向爱
美的她那段时间都不敢照镜子。

王凤贞爱涂口红，这是大家
众所周知的。可为什么爱涂口红
呢？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当一个
人不分黑白地忙碌时，生活好像
只剩下了灰色。有一次，当一位
同事涂着口红走进办公室时，王
凤贞眼前一亮，从此这抹颜色也
改变了她的生活和心态。她去商
店买了一支口红，涂抹在嘴唇
上，脸色立刻亮了起来。看着镜
子中精神焕发的自己，王凤贞竟
满含热泪。

除了忙于工作、生活，王凤贞
还在业余时间写作、朗诵、做美
篇。她说：“我排解烦躁的出口很
多，唱唱歌、发个朋友圈，大家一
起乐一乐，烦躁也就没有了。”

说起写作过程中的趣事，王凤
贞笑了。有一次，她坐在餐桌旁十
分专注地修改文章，忘记了锅里还
煮着面条，等反应过来，连锅盖都
起了火。还有一次，为诗词学会做
美篇，耐心地选择图片，编辑文字
顺序，选配音乐，等到美篇做好
了，去洗漱的时候，迷迷糊糊地错
把洗面奶当成了牙膏。

她经常在照顾老人的晚上去
做这些事，一个美篇、一首诗、
甚至一个朗诵作品，都是在夜晚
伴随着父母的呼噜和咳嗽声创作
出来的。有一次她为诗友朗诵作
品，录音过程中，父母的咳嗽和
呼唤、自己状态不好、手机内存
不够等常常让她暂停录音重新开
始，这样的过程有时会重复几十
遍。直到最后自己觉得满意了，
才发给编辑，再看表常常已经凌
晨两点多钟。

疫情到来后，王凤贞为支援湖
北抗疫的医护写了许多事迹报道和
诗词，也为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做
了大量抗击疫情的美篇，由此获得
了河北省诗词协会颁发的“抗疫美
篇先进模范”称号。王凤贞家也被
评为“沧县文明家庭”，受到县政
府的嘉奖。朋友们都说，她就像一
个发光体，温暖照耀着身边的人。

疫情期间，宅居读书，翻
阅《“大运河与泊头”历史文
化丛书》 之 《泊头历代诗
文》。在黃绍箕作品一页，有
《木兰花慢·泊头舟中寄都中饯
别诸君》：耕桑留恋意，回首
望，只云烟。算昨夜燕沽，今
宵赵泊，明日齐川。益时不逢
李广，更看谁射虎了残年。书
罢闲看打桨，吟余静听鸣舷。
篮舆稳度好春还，美酒载盈
船。正处处碧波，村村绿野，
树树青天。梦中风涛奇诡，乍
推窗。

读完颇觉诧异，《木兰花
慢》词牌虽然格式很多，但正
体 为 101 字 ， 变 体 有 100、
102、103 字不等，黃绍箕先
生此词仅 83 字，显然有误。
而且，上下阕句读及韵脚也都
不合格律。我这个人读书最爱
较真。于是按图索骥，先去找

“黃绍箕”其人。
《泊头历代诗文》 里的

“ 简 介 ” 很 简 单 ： 黄 绍 箕
(1854-1908)，字仲弢，号鲜
庵，温州瑞安人。光绪六年进
士，官至湖北提学使。著有
《鲜庵遗文》。《清史稿》 里
《黃绍箕传》也只主要介绍了
他的仕途经历。但他作为温州
近代史上的名人，当地媒体如
《温州日报》《温州晚报》《瑞
安日报》多有记述。

黄绍箕与撰述 《墨子间
诂》 著名的孙诒让并称“二
仲先生”，毕生致力教育，撰
写了我国第一部 《中国教育
史》，先后任四川乡试副主
考、湖北乡试正考官、湖北
提学使等科举要职，还做过
京师大学堂总办、京师编书
局监督、译学馆监督，主持
过两湖书院。在政治上，他
在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授
意下，同康有为一起筹办强
学会，并成为上海强学会的

主要发起人之一。据 《温州
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张
之洞的《劝学篇》，有人说实
际上出自黄绍箕、辜鸿铭之
手”。光绪皇帝变法之初，也
是“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黄
绍箕以张之洞所著 《劝学
篇》进呈”。戊戌政变前夕，
他预先向康有为通报消息，
使康免遭毒手。事后还向张
之洞进言，千万不要株连其
他维新志士。后来，黃绍箕
同情同盟会，还曾与堂弟绍
第营救过一些革命党人。

黃绍箕与南皮的张之洞关
系匪浅。因为黄绍箕的父亲黄
体芳与张之洞是同榜进士，过
去叫“同年之谊”。黄绍箕 19
岁时，随父亲在京城，父亲让
他拜张之洞为师。近代文学
家、张之洞的幕僚陈衍评论黃
绍箕的诗“极似《广雅堂集》
中咏史诸作”。这里说的《广
雅堂集》就是张之洞的诗集。
后来在翰林院任职的黄绍箕，
还娶了张之洞的哥哥张之渊的
女儿，也就是说，黃绍箕是张
之洞的学生兼侄女婿，是沧州
的姑爷。1905年，张之洞给
他父亲张锳墓立神道碑，碑文
还是由黄绍箕书写的。

由此而推，黃绍箕的这
首《木兰花慢·泊头舟中寄都
中饯别诸君》 大概是他南下
任职或探亲过程中写下的。
当时的泊头镇，运河以西属
交河县，运河以东属南皮
县。我原也以为 《泊头历代
诗文》 是从交河或南皮的县
志里转抄的。但从手头民国
版的 《交河县志》 和 《南皮
县志》 里，却没有见到这首
词。作为黃绍箕的岳父家，
南皮张氏家族的后人珍藏有
家族文献，或许能找到更多
关于黃绍箕与沧州的记述文
字。

黄绍箕的一首词不完整黄绍箕的一首词不完整
———对—对《《木兰花慢木兰花慢··泊头舟中寄都中饯别泊头舟中寄都中饯别
诸诸君君》》的考据的考据

江 浩

齐斐斐

李景勇李景勇李景勇：：：
畅游书海诗兴高畅游书海诗兴高畅游书海诗兴高

“北风吹至此以后，燕山雪片大如席。
雪美如画的叹词，尚需略过跋涉，略过呼
啸之外，送还的寂静……”“大雪”，晚七
时半，于北京方庄，骆驼。

在沧州，“骆驼”这个笔名在文化圈
里，名气很大。他的诗词淳朴且深情，纯
净且旷达，深受人们的喜爱。一颗纯净的
心面对这个世界，万物都是有爱和温暖的。

“骆驼”原名李景勇，几十年来，读书
写诗是他生活的大部。在书海里畅游，在
诗海里逍遥，他怡然自得。

李景勇曾在高中教学十几
年，后在市交通运输局从事教
育培训至今。

在他眼里，每一朵花都是
诗意的，每一段文字都有故
事。李景勇说，喜欢读书，与
家庭有关。他出生在南皮县鲍
官屯镇小张官村，爷爷年轻时
是十里八乡有名望的私塾先
生，大伯曾是 1930年代津南
地区中学考试的第二名，家中
的读书氛围甚浓。

李景勇兄妹四个，姐姐和
两个哥哥都大他很多，学习成
绩都很好。在儿时的记忆中，
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全家人每人
捧着一本书，在煤油灯下，看
书交流。 1978 年恢复高考
后，正好高中毕业的李景勇，
考入河北师范大学。

李景勇说，考入大学，是
他读书的第一大收获。他对中
小学时的那本《成语小词典》
记忆尤深。因为太喜爱，视若
珍宝，对上面的成语及成语故
事几乎达到了倒背如流的地
步。当时，除了会把成语故事
讲给小朋友们听，还学着用成
语写一些小文章，这就是李景
勇写作的萌芽。进入大学，他
除了专业学习外，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了读书上。不论是经典
的《四书》《五经》，还是现代
文学作品，他都认真去读。

生活中的诗和远方

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这是李景勇的真切感受。
近 40 年工作的忙忙碌碌，热爱文
字的他常感觉很难静下心来去和文
字对话。直到几年前，他偶然翻出
了自己的教案纸、日记本，甚至旧
试卷背面写下的一首首小诗、小
文，就想着整理一下。他把这些旧
作放在 QQ空间里，居然受到了不
少肯定，这也重燃了他的写作激
情。

这一切，仿佛回到了青葱时
代，回到了诗意年华。李景勇说，
这么多年，他要感谢两个人，一个

是同样爱读书的女儿，一个是爱看
他文字的妻子魏文宏。女儿帮他申
请了QQ空间，让他的写作既方便修
改，又方便储存；妻子为了激励他
写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建立了
沧州较早的微信平台《木子小院》。
除了发表他的作品外，也发表其他
文友的作品。这样的空间，为李景
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借鉴提高
的平台。

通过阅读别人作品，通过交
流学习，李景勇的写作水平也有
了很大提高。在妻子的鼓励下，
他还加入了“沧州诗社”和“王

蒙文学院·环渤海文化诗社”，结
识 了 许 多 沧 州 及 全 国 的 优 秀 诗
人，大大增加了写作的信心和决
心，作品也陆续刊登于 《河北作
家》《诗选刊》《西部散文选刊》
等文学刊物上。

朗诵名家佟会来诵读的李景勇
的作品，分别在《为你朗诵》《静水
深流朗诵艺术》等全国知名平台播
出；苏州广电中心主持人陈华、王
楠也多次朗诵他的作品，并在《苏
州问早》节目中播出。2018年“七
夕”，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发了他
的一首小诗。

契合时代的作品频出

经历是最好的一本书。2018年 6
月，在河北师大 77、78级入学 40周
年纪念活动中，李景勇应学校和同
学们的邀请，用了 3天时间，创作了
一首长诗《青春符号》。回忆青春的
激情让诗句自然淌出笔端：“从黑土
地走来，头上的高梁花还在盛开；
从钻井架走来，铁人的硬骨早就铸
进了血脉；从机器轰鸣的厂房走
来，舍不得换下的工作服见证着工
人的豪迈……”

这首诗在同学群中和有相似经历
的人群中引起了很大反响。2020年，
这首诗甚至出现在了美国华盛顿的一
个华人朗诵会上，并且得到了好评。

李景勇认为，作为一名作家，
不可能只写自己的生活经历，要与
时代同频、与社会共情，读书寻史
是创作的根基所在。2020年，为了
宣传大运河，他创作了 《清风楼》
《朗吟楼》《南川楼》三首诗。在这
三首诗的创作过程中，他用了十几
天的时间查阅相关资料，阅读了大
量描写记录大运河的书籍，最后确
定写一组以《运河谣》为总题的组
诗，而这三首便是这组诗的前三
首。通过阅读史料及相关书籍，他
紧紧把握“三楼”在沧州运河史上
的典型符号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特
点，结合新沧州的实际进行创作，

写它们的“前世”，更写它们的“今
生”。后来，通过进一步阅读运河相
关书籍史料，他陆续写了 《运河
谣》系列的其他几首诗《谢家坝的
糯米》《下马厂咏叹调》《南运河的
孩子·南湖》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
年，李景勇用 3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大
量关于党的发展的书籍史料，创作了
一首长诗《旗帜》，为党的生日献礼。

“读书的美好是妙不可言的。畅
游书海，不仅是丰富知识的有效途
径，也是开发心智的最佳方式，更是
启迪人生、充实自我的完美方案。”
李景勇欣然道。

王凤贞王凤贞王凤贞：：：这个老师会发光这个老师会发光这个老师会发光
齐斐斐 刘沐南

农家书屋乐了村中百姓农家书屋乐了村中百姓

书香家庭濡染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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