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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诗联世界开新宇 律动沧州唱大风

2017年重阳节，在全市各界人士
的共同努力下，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
成立，王今伟当选为会长。她把更多
的精力用于繁荣沧州诗词楹联创作与
学会发展上。2017年底，王今伟当选
为河北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2019年
当选为河北省诗词协会副会长。

“诗联世界开新宇，律动沧州唱
大风”。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成立以
来，一直秉承“普及与提高并举，
现实与网络结合；弘扬传统文化，
倡导诗意生活”的宗旨。王今伟带
领会员们走基层、进课堂、入社
区、下乡村、进机关、进工厂、进公
共场所……多次来到沧州日报“文化
八仙桌”、风雅颂讲堂、老年大学、
图书馆、沧州广播电台等，讲解诗联
知识，展示诗联作品。她和诗友们应
邀为沧州道德模范人物、《沧州日

报》评选的十大新闻人物撰联，为市
委、市政府企业家恳谈会撰联，为喜
迎党的二十大撰写诗词楹联等，博得
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在王今伟的推动下，学会群每天
坚持诗词楹联创作，沟通诗联创作进
展情况。在元旦、春节等节日，她组
织会员创作诗词楹联，先后到千童公
园、肃宁梨园等地采风。去年，诗词
楹联学会与书法家学会共同承办了市
文联与《沧州日报》主办的“筑梦冬
奥 律动狮城”京杭大运河诗词楹联
书法网络展。前不久，王今伟刚刚与
学会同仁完成了 《燕赵诗典·沧州
卷》的编辑工作。

王今伟组织学会建立了公众号
“诗联世界”和电子会刊，2021年又
建立了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网站。
网站与河北省诗词协会、中华诗词

学会网站接轨，利用微信群进行创
作交流。定期或不定期讲座授课，
举办微信晚会，点评作品，激发大
家创作热情，展示个人才华。会员
们借学会各种平台得到提高与成
长，很多诗友作品和学会活动在
《中华诗词》等各级各类刊物、书籍
及网络媒体得以展示、发表与报
道，许多作品在各级诗联赛中获
奖。市诗词楹联学会获得全市“金
牌读书会”等荣誉。王今伟也成为
市委宣传部“书香沧州”阅读推广
人，入编《三河文化艺术名人录》，
并连续多年获评市文联、河北诗词
协会和河北楹联学会先进个人。

王今伟总是用欣赏的心态对待生
活，用美妙的韵律诠释着生活，诗意
般地生活着、工作着，不为别的，只
为自己更阳光，生活更绮丽。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网络发展
起来，王今伟也开始在网络上进行诗
歌创作，结交八方诗友，临屏即兴和
诗。

网络，让王今伟厚积薄发，渐渐
成了网上的诗歌名人。因为才华、人
气俱佳，王今伟成为天益社区《诗文
观止》栏目的版主，相继还担任了天
涯社区、国粹网、多多趣社区凤凰中
文、大运河文学论坛、中华诗词论坛
等多家网站的诗文版主。几年时间
里，王今伟在网上发表了数百首诗

词，她的网名“玉宇人寰”“雪云
飞”“花信风”“梦玉人引”等也成为
网络诗歌的知名 ID。

临屏和诗是王今伟最大的乐趣之
一。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她都会与诗
友通过网络和诗。一次，在王今伟生
日之际，有诗友在网上发来贺诗：柳
舞春池戏碧鳞，无边风景醉诗魂。此
生若得相携隐，甘愿为奴侍玉人。

此帖一出，众诗友争相祝贺，竟
有数十人之多，句句相生、帖帖相
随，好不热闹。这让她这个生日过得意

趣别生，痛快至极。
朋友们评价王今伟时，都称赞她那

即景生情、妙语嵌名的即兴创作。
那年冬至，大雪。王今伟参加汉

唐宫阙论坛周年庆典活动。当看到演
员身着汉唐服装在琴声中翩翩起舞
时，她兴之所至，吟诗一首：“琴筝
意韵长，风啸雪茫茫。纵我宽衣袖，
携君到汉唐。”节目组导演当即用这
首诗换掉了早已准备好的主持词的开
场白。至今，这首诗还作为该公司各
项活动的首颂节目。

22 网上交八方诗友 得佳句临屏和诗

11 自幼喜爱古诗词
钟情于文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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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伟王今伟：：

人生如诗人生如诗人生如诗 且歌且行且歌且行且歌且行
本报记者 贾世峰 本报通讯员 郎文生

“十一”国庆长假期
间，休假在家的闫瑾没有
和 其 他 朋 友 一 样 去 旅
游，而是每隔两天去运
河区大和庄新村小区的
雇主家，照顾 10只可爱
的小仓鼠。宠物保姆，
选择这样一份特殊的兼
职，闫瑾不仅擅长，更
打心眼里喜欢。她说，
和小动物在一起，是她
最开心的时光。

闫瑾今年 25 岁，因
为喜欢小动物，她曾养
过两条蛇、一只花枝鼠和
3只猫。闫瑾养第一只水
蛇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更喜欢有灵气的小动
物，于是在三年前又养了
花枝鼠。“花枝鼠很聪
明，它认主人，闻到我的
气味就会扑过来。”闫瑾
说，花枝鼠很依赖自己，
每天都会黏着自己一起玩
耍。曾一度产下 50多只
幼崽让她欣喜若狂，但最
后因精力有限，无法照
顾，很多都送了人。

最黏人的要数家中的
三只猫，闫瑾分别给它们
起名“招财”“年年”“福
福”，它们长得各有不
同，生活在一起却又趣味
横生。“招财”住进闫瑾
家里时只有巴掌大，现在
已经超过 5公斤；闫瑾购
买“年年”时它正患皮肤
病急需医治，如今数它最
漂亮；“福福”长着一张

“惊讶脸”，任谁看了这张
脸都会想笑……

提到小动物，闫瑾眼
中泛着光，可以看出她是真心喜爱。闫瑾说：

“这么多年来，我和小动物们互相陪伴，在我心
中，它们不只是动物，更像我的家人。”因为
爱，闫瑾照顾它们很用心，也积累不少的经验。

今年“十一”前夕，闫瑾的闺蜜去旅游，家
中的一只折耳猫无人照顾，闫瑾便主动承担起了
临时喂养任务。她想，“十一”期间，或许还有
很多和她闺蜜一样，因无暇照顾宠物正在发愁的
人，于是她把应聘宠物保姆的信息发到了微信朋
友圈。没想到短短一周，就有好几位市民与她联
系。

大和庄新村小区的居民刘女士是第一位与闫
瑾联系的。“能找到你真是太好了，帮我解决了
一个大难题。”刘女士说，因为“十一”期间她
需要回老家，家中的 10只小仓鼠无人照料，寄
养宠物店里又怕它们受委屈，能找到上门服务的
宠物保姆是最佳选择。

“正如刘女士所说，我能上门服务，和宠物
店最大的区别是不仅可以做到一对一照顾宠物，
还能陪玩，和宠物互动，适合服务一些领地意识
强、认生的小动物。如雇主有要求，我照料小狗
时还可以外出遛狗，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雇主，也
会更青睐于我这样可以上门服务的宠物保姆。”
闫瑾说，一般在宠物店，寄养小动物会按只收
费，对于小动物比较多的家庭，也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一些小动物并不需要每天换水喂食，隔两
三天一次即可，宠物保姆按需上门服务，按次收
费，也是雇主选择她的原因之一。

刘女士在离开沧州前，放心地把自己家的钥
匙交到闫瑾手上，而作为宠物保姆，闫瑾在给小
动物喂食、换水、铲屎之余，还会每次抽出 30
分钟的时间陪小仓鼠玩耍，为远方的雇主拍摄宠
物的居家照片和视频，让雇主安心。

闫瑾的“十一”假期生活充实而快乐，她为
能有这样一份富有爱的特殊工作而感到高兴。闫
瑾说：“赚钱并不是我的真正目的，能在小动物
需要的时候出现，给它们带去温暖，才是最有意
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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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来，献县一中高三英
语老师李敏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
早晨拄着双拐由丈夫搀扶下楼，乘
车到学校，再由学生扶着上楼进教
室上课，中午和晚上也是如此。

因为总是拄着双拐爬楼梯，李
敏两只肩膀平时疼得厉害，再加上
怕耽误上课，上课说话多又不敢多
喝水，她的嗓子也不舒服……即便
这样，李敏仍然坚持，“不能耽误
了孩子们的学业。”她说。

异地教师，17年始终
严于律己

今年 42岁的李敏是吴桥县人，
2006年大学毕业后正赶上献县一中
招聘老师，她以优异成绩成功入
围，自此成为一名高中教师。受她
影响，第二年男友陈洪博也顺利考
入献县一中，成为一名英语老师，
两人从此也成了同事。后来，二人
结婚，成为学校里一对教师伉俪。

熟悉李敏的人都知道，她教学
认真，严于律己，是深受学生尊敬
和同事们认同的好教师。无论是一
轮轮地“跟班走”，还是连续几年

执教高三，李敏始终守时守纪，早
来晚走，从不耽误课程。

2017年，由于讲课任务繁重，
李敏上课时声音沙哑，继而失声，
不得已做了喉部手术。即便手术和
治疗期间，她也会一有时间就回学
校，督导孩子们学习，就怕有人掉
队耽误了学业。

17年来，无论春夏秋冬，还是严
寒酷暑，李敏始终把时间“卡紧”。

“严格要求学生，首先要严格要求自
己。无论自己有多么难的事情，都不
能耽误学生的学业。”李敏说。

教师伉俪，难得一起
回趟老家

吴桥县距离献县近 100公里，
老家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亲戚朋
友。很多外地的同事经常在周末或
节假日回老家看望亲朋，但对于陈
洪博和李敏夫妻来说，能够一起回
趟老家却成为一种“奢求”。

夫妻俩都教英语，但 16年来，
两人除一个学期在同一个年级教学
之外，其他年头都在不同年级教学。

因为教学的年级不同，课程、

作息、放假及考试等时间不同，导
致两人经常“步调不一致”。很多
时候，丈夫有时间了，李敏却在加
班；李敏有空闲了，丈夫又在教
课。这也让陈洪博和李敏夫妻难得
凑到一起，共同回趟老家。

“有时，同事们看我们俩经常
没空回老家，就主动跟我换课，这
让我们非常感动。”李敏说，很多
老师都是外地的，在校期间教学任
务重，回趟家都不容易，为自己调
一两次课还行，总这样心里实在过
意不去。

既然回不去，夫妻俩索性选择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们。这些
年，夫妻两人在节假日里，把更多
的精力放到了研究教学上，李敏也
先后多次被评为县里的先进工作者
和学校的优秀教师，其课件在沧州
市教育系统教学课件评选中获评市
级优质课一等奖。

拄着双拐，爬楼上课
却“很自责”

今年暑假结束后，刚开学不久
的一天，李敏在上班途中摔了一

跤，导致左脚踝骨骨折。医生给李
敏打上了石膏，并嘱咐她至少要静
养一个半月。

一边是伤痛和医生的建议，一
边是在等着她上课的高三学生，关
键时刻，李敏选择了坚持。

“孩子们是高三的学生啊，一
节课也不能等！”这天上午，在李
敏的强烈要求下，丈夫陈洪博搀扶
着拄着双拐的李敏下了家属楼并开
车带着她赶到学校。下车后，丈夫
急着去上课，学生扶着李敏上楼走
进课堂。

李敏的办公室和教学课堂都在
五楼，没有电梯。拄着双拐的她每
上一个台阶都非常艰难，但李敏咬
牙坚持。

就这样，李敏每天都是拄着双
拐，一步步迈上台阶，备好每一次
课程，讲好每一堂课。其间，为了
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她尽量少喝
水。

李敏的坚韧和执着让同事敬
佩，让学生感动。李敏却不以为
意：“这个时候，孩子们的学业最
重要，不能因为我耽误了孩子们。”

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
———献县一中老师李敏的故事—献县一中老师李敏的故事
本报记者 贾世峰 本报通讯员 左大中

谁不想生活像诗一
样？王今伟，就是这样一
位用心感悟生活，生活如
诗的人。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王
今伟祖籍廊坊三河市，出
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就喜
欢诗词歌赋，从中学到大
学，她一直是老师和同学
眼里的诗人。上大学时，
尽管学的是理工专业，但
王今伟却选修了汉语言文
学，并认真研学诗歌专业
著作，充实自己。

20世纪80年代，大学
毕业参加工作后，王今伟 j
坚持在业余时间创作诗
歌。1990年，“第二届屈
原杯全国诗歌大奖赛”点
燃了王今伟的诗情，她写
下了一首 《屈原》：“你
自己/塑造出东君/塑造出
洛神/又在心灵深处/为他
们/描绘出一方/绚丽迷人
的海……”这首诗一举夺
得大赛二等奖。

随后，王今伟的诗歌
作品频频在各种报刊发
表、被选入诗集，并多次
在全国大赛中获奖。

王今伟喜欢现代诗，
但更钟情于古诗词。“古诗
词所特有的韵律美感，有
着难以言表的独特魅力，

让人着迷。”随着年龄的增
长，她越来越钟情于古诗
文。2004年，在中华诗词
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与纪
晓岚研究会举办的纪念纪
晓岚逝世 200周年海内外
诗词大赛及海内外大征联
中，王今伟的诗词、楹联
双双获奖。由河北省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陈茂才书写
的王今伟创作的获奖楹联

“文辑四库垂青史，联冠千
家阅世人”，现在仍然悬挂
在纪晓岚文化园联廊中。

当她看到新建的黄骅
港时，感慨万分，写下了
《咏神华黄骅港建》 : 谁人
妙手绮天工，神木黄骅一
线通。滚滚乌金泊旭日，
滔滔碧水舞霓虹……在游
纪晓岚文化园时，她看到
游人论《四库全书》，自己
也以诗助兴：“阅微情瑟
瑟，知著语琅琅。晓月当
空挂，岚烟绕草堂。”诗作
现场由书法家田雨潇写成
书法，被文化园收藏。

大学毕业，她远离父
母，到沧州定居，她时常
惦记着远方的亲人，这种
思念便化作了《乡愁》：乡
愁/是母亲送别的蹒跚步
履/渐行渐远的是人/渐凝
渐聚的是离绪……

王今伟应邀参加省书画展王今伟应邀参加省书画展，，介绍由著名书法介绍由著名书法
家陈茂才书写的她的诗词作品家陈茂才书写的她的诗词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