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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召开的“韬奋新闻奖”颁
奖大会上，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发言中
呼吁：“让我们在座的都换上布鞋从
大楼里走出去吧！”（见 10 月 16 日

《人民日报》）。我们的山东老乡、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诚恳地坦言：“自从获得诺奖
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演讲、采访、
会议、应酬，很长时间没有写出自己
满意的作品了。过几天必须回老家高
密去接地气、知民心，一定要扎根泥
土为人民创作。”（见11月7日《大众
日报》8版）。

两位著名作家的论述使我陷入了
深深的思考。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工作
后，爱好写作的我先后在全国各家报
刊发表散文、通讯、报告文学、小说近
千篇，我都小心翼翼剪下贴在一个大
本子上，看到两位作家的感慨后我拿
出了所谓的《作品集》，细数发现有五
分之四都是在乡镇工作时的作品。那
十多年里每天都打交道的都是基层的
农民，只要细心发现就有写作的素材。

其中有几篇作品使我感悟深刻。
1995年6月的一天，领导安排时任宣
传科长的我去界河镇中西曹村收集整
理一个年轻农民见义勇为、为解救一
名落水妇女而英勇献身的事迹。一连
十多天我每天早出晚归，逐家逐户收
集材料，慢慢地，张广中——一个勤
劳朴实、乐于助人、不畏艰困、甘于
奉献、舍生取义的形象在脑海中渐渐
丰满起来，于是每天挑灯夜战，含着
眼 泪 写 出 了 长 篇 通 讯 《好 人 张 广
中》，文章最早是在 《滕州日报》 发
表的，陆续被《解放军报》、《大众日
报》、《黄河民兵》、《枣庄日报》等多
家报刊刊登。一时在全市掀起了学习
英雄张广中的热潮，更令我欣慰的
是，全市乃至全省各地的好心人纷至
沓来，纷纷为这个困难家庭捐款捐
物。同时我也受益匪浅，《好人张广
中》获得当年《山东省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好作品》一等奖。凭借那本
红彤彤的证书，我在当时机关竞争上
岗时，通过加分在全镇二百多名机关
干部中拔得头筹。还有两篇从基层

“捡”来的文章：1996 年的“三夏”
期间，我路过一个山村，发现一户人
家正推砖送瓦，这农忙时节一般不会
有人“大兴土木”。恰巧我与主人熟
悉，他解释：“自 80 年代盖好新房
后，这是第三次改大门。头一年一米
多宽，过地排车，后来再改大门，因
为买了拖拉机，现在再改宽大门，因
为是在政策扶持下买了联合收割机，
不改不行啊！”连夜我写了一篇稿件

《大门越改越宽，日子越过越火》。
1998 年参加镇里一个机关干部婚
礼，主婚人是镇里的计生办主任，当
他念完 《主婚证词》，话锋一转，讲
起了计划生育和优婚优育的常识，开
始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而后掌声四
起。《婚礼上的计生课》 和上述那篇
文章均刊登在《大众日报》上，让我
感动的是热心值班编辑还写了《编者
按》，大意是：相信这个通讯员肯定
在农村基层工作，今后我们也应该多
走走看看，写出类似这样的文章。

前几年根据组织安排，我被调到
市直单位工作，每天坐在窗明几净、

冬暖夏凉的办公室里，却仅仅写出了
不到十篇的作品。去年的一件事却让
我感受到“接地气、知民心”这句话
的分量。去年夏天接到上级安监部门
通知：“滕州市柴胡店镇葫芦套村沼
气池距离高速铁路安全距离不够，存
有安全隐患，必须马上停用！”接到
任务后，才知道这个沼气池是经市、
镇共同投资数十万元为该村搬迁新建
的，因为当时还没有高铁路线规划，
为慎重起见，在征得村两委干部同意
后，我和单位的十几名同志分成四个
组入户调查。傍晚当我们在一起想汇
总情况时，感人的一幕出现了：全村67
户205人全部愿意服从大局停用沼气
池。至今我记得见年逾九旬的黄奶奶
的情景，她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把那
池子拆了吧，国家事再小也是大事，再
说山上有的是柴火。”听完老人的话，
我的眼圈红了……

人们常说，艺术要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如果说文章也算艺术的话，我
倒认为，别说高于生活了，能做到源于
生活，接足地气，我就心满意足了。

先接地气 再著文章
顾伟

11 月 16 日，全友家具杯“双城
之恋·相约滕州”相亲大会圆满落
幕。除配对成功的 5 对男女青年外，
由滕州天地缘礼仪庆典中心以粉色为
主基调布景营造的浪漫氛围，也让不
少市民啧啧称赞。据记者了解，活动
当天的现场策划，均为滕州天地缘礼
仪庆典中心友情提供。近日，记者走
进滕州天地缘礼仪庆典中心，在其成
立 16 周年之际，采访了公司负责人
渠健。

“我们中心成立 16 个年头了，
由最初的我一人孤军奋战，到现在做
到几十个人的团队。”渠健笑着告诉

记者。除此之外，中心也由最初只提
供婚礼策划发展到现在提供礼仪庆
典、企业庆典、文艺演出、下线仪
式、演出节目、演出策划、舞蹈编
排、礼仪模特等几十种服务。

记者了解到，滕州天地缘礼仪庆
典中心是一家集专业承担策划、组织
文艺演出、礼仪庆典等于一体的公
司。公司拥有成套的庆典及演出设
备，邀请担任过多家省级文艺团体领
导职务的业内资深人士为公司顾问，
并以与众不同的策划创意理念为客户
提供了满意周到的服务。“我们的舞
美设计制作、灯光、音响设备操作人

员均为省级文艺团体的设计师。灯光
师、音响师都与省内各文艺团体的演
艺人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我
们的软硬件保证了庆典及演出活动的
完美，从而最大限度实现了客户的心
愿。”渠健向记者介绍。除此之外，
作为公司主打项目之一的汉式婚礼更
受到不少客户的青睐。

据了解，中国婚礼按照礼制文化
与历史地域不同大体上分为：汉式、
满式、藏式、回式、蒙式、苗式。当
然，也许不少人会认为汉式婚礼就是
汉朝的婚礼或是汉民族的婚礼，其实
不然，真正的汉式婚礼也叫华夏婚

礼，是指清朝初期以前的汉民族的婚
礼仪式。而现在流行的中式婚礼往往
是，身着凤冠霞帔和状元服或者身着
秀和装与长衫，所行的礼仪是按照明
清婚礼习俗为主旋律进行的婚礼仪
式。汉式婚礼与中式婚礼的最大区别
是行礼方式，汉式婚礼都是行四拜
礼。“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标新立异，
喜欢创新，婚礼的形式也是花样百
出，在婚礼中掺入传统元素是可提倡
的，所以我们推出了汉式婚礼，这也
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回归。”渠健对记
者说。

(特约记者 王雪纯)

渠健和他的“天地缘”

11月23日，滕州市育英武术俱乐部里十几名学员正在认
真地训练标准拳，他们中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5岁，在教
练的指导下，一招一式干净利落，张弛有度。俱乐部法人、武
术教练曹福民说：“通过教孩子们练拳，我真切地体验到了武
术带给我的快乐。”

曹褔民自幼习武，1978年，年仅8岁的曹褔民参加枣庄
地区传统武术比赛，夺得梅花棍第一名。第二年，正当他信心
满满备战省传统武术比赛时不慎摔伤，从此落下了跛脚、近视
和言语不畅等终身残疾。身残志更坚，身体恢复后，他用顽强
的毅力和决心坚持训炼。

1990年，他接受了几名热爱武术小学生的拜请，开始武
术教学，并于两年后创立滕西育英业余武术培训点，其间，不
断发展为培训站、训练馆，今年年初，正式注册为育英武术俱
乐部。20多年来，曹褔民一直在培养孩子们学习武术的生活
中度过，虽身有残疾完成高难度动作受限，但他请技术更好、
武德更高的同行任总教练，决不误人子弟。虽办学困难几度
举步维艰，但他坚持不懈，积极向上申请，努力靠亲友支援。
20多年来，曹褔民和他的俱乐部办学规范，教学严谨，得到了
主管部门认可，成为滕州市体校后备人才选拔基地，每年向学
校输送2－3名优秀学员，先后有150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曹
褔民和他的俱乐部热心公益，回报社会，参加送戏下乡等活动
近百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今年年初，小学员们参加2014年省少年儿童才艺大奖赛
2人获金奖，7人获银奖。6月份，小学员朱耿昀获得省传统武
术比赛拳术第二名，被选送为省24届运动会后备运动员，市
体校武术管理中心推荐去省队集训。10月份，小学员们在枣
庄市武术套路锦标赛中又获得了“武术道德风尚奖”。

（特约记者 邵长富 摄影报道）

醉心中华武术的跛脚拳师

走进滕州图书馆二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先师礼子行教
像”。进入正在建设的“尼山书院”，古色古香的感觉扑面而
来。据滕州图书馆董馆长介绍，这里分经典诵读、国学普及、
礼乐教化、道德实践和情趣培养等“五个板块”，是优秀传统文
化的教育基地。

（记者 侯志龙 特约记者 郭潇繁 摄）

滕州市大坞镇的张玉翠，身患残
疾的她凭着一双勤劳的手，用剪刀与
针线，为自己的生命纺织出了一片湛
蓝的天空，几十年来，她教导出的弟
子各个都成了致富能手，一项又一项
的荣誉证书和奖杯颁到她的手中。

张玉翠现年 49 岁，她的家族患
有遗传性的肌无力症，不能像常人
一样行走、拿重物。在她 16 岁的时
候，双腿做了手术，走路的动作终
于看起来正常了一些，但是这种病
症在医学上也极为棘手，张玉翠的
病情依旧无法避免恶化，还是渐渐
拄上了拐杖。

“我这种病也没法做别的工作，
便在 19 岁的时候学习了纺织裁剪。”
张玉翠告诉记者，“1982年，我又去
上海深入学习了刺绣，回来以后，在
1988 年开办了裁缝培训班，招生教
学。”“她从上海学成后，绣的花鸟跟
真的似的，”张玉翠的丈夫马运龙
说，“那时的村妇联主任徐曰英非常
支持我们开办培训班，还时常通过村
里的大喇叭广播帮我们招生，我们很
感激她。”

裁剪、刺绣属于慢功夫，一般需
要三年才能出师，张玉翠在 1989 年
获得了国家科技“星火”计划“星火

带头人”的聘书后，教过的学生超过
了 250 名，这些人学成后各奔东西，
用学到的技艺创造了财富。“在政府
和慈善机构的帮助下，我开起了这家
主营窗帘的裁缝店，你看满屋里挂的
样布，那是龙阳镇的一位叫张梅的热
心姐妹帮我做店内形象用的，占压了
人家这么多货，心里总觉得过意不
去。”张玉翠对记者说。

提起张玉翠曾经获得过的荣誉，
她腼腆地笑了，用她的话说，那就是
对荣誉看的比较淡。1989 年的枣庄
市三八红旗手、1990 年的优秀致富
能手、2005 年的滕州首届十佳自强

先进个人，马运龙向记者展示了一
个个鲜红的证书。“还有很多证书
和奖杯，但都放在老家里了，她获
得的荣誉不少，自己都记不清了。”
马运龙说。

夫妻俩有一个正在上大三的儿
子，同样患有肌无力症，早年他们带
着儿子到处求医，最终得知这种病难
以治疗、只能日渐严重，可儿子却很
快摆脱了阴影，并且考上了济宁医学
院，要通过学习来找到治疗这种病症
的方法，一想到开朗的儿子，夫妻俩
便觉得很幸福。

（特约记者 赵宁）

一位肌无力妈妈的创业故事

滕州图书馆有个“尼山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