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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休 闲

小兴安为你欢呼
呼兰河为你澎湃
乡情有约的大幕徐徐拉开
此刻，身在异乡的游子们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聚来
人人心系家乡
乡愁满怀
聚力发展
步伐豪迈
我们轻吟相约
我们含泪归来
此刻我们将一颗颗赤诚之心脉动着

“乡情有约”的会场内外
离家的游子啊
无论身在何方
都会对亲人魂牵梦绕
对家乡深沉地热爱
悠悠思乡情
殷殷游子心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
这份挚爱的情愫永在

穿越时空隧道
再现了旧时家乡的人文情怀
道路两旁低矮的干打垒茅草房
东倒西歪

一条坎坷的砂土路时宽时窄
行人雨天一身泥浆
晴天灰尘飞屑扑满怀
南下坎那一片破败和荒凉
让人心生惧意
晚上不敢通过
白天走过心跳加快
所谓的东西二湖
南边车站三公里
七十一条街
时光荏苒，回忆感慨
旧 时 的 家 乡 却 在 生 命 的 角 落 久 久

徘徊

岁月流转
染靓双丰林区的时光
像一幅鲜艳的山水画卷展开
漫步在南下坎休闲广场
被它的宏伟壮观所吸引
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之外
街道整洁干净
一条条平坦宽广的马路通往大街小巷
夜晚璀璨的灯光连着天上的星海
令人心生荡漾
久久不思离开

苍翠的远山渺茫梦幻

南北东西街路两边的绿树苍翠成排

如织的行人喜气洋洋

一栋栋商厦、居民楼傲然雄立

突显出双丰林区的巍峨与雄壮

记载着林区发展的步履加快

回眸远去的岁月

老林区转型

在风雨中重铸辉煌

盘点激情岁月

双丰林区在黎明中化作了霞光

天保工程

让新一代林业人燃起新的希望

将荒山野岭变成了金山银山

林下经济如星星之火越烧越旺

丰收的凯歌在各个林场奏响

茂林林场群山环抱

蜿蜒起伏幽长

山野菜加工成品

味正纯香

腌制出旧时光的味道

清脆酱香飘四方

爱林河啊，涓涓流淌
那是自然界的秘密宝藏
一座庞大的低氘矿泉水厂
清澈甘甜
富含丰富的矿物质
补充多种微量元素
促进身体健康

异乡创业的双丰人
用勤劳智慧和业绩傲立天下
彰显出 双丰人
不屈不挠的荣光
今天我们相聚一堂
深情畅演乡愁的乐章
这杯杯醇香的酒里啊
澎湃着家乡儿女们的铁骨柔肠
今天的盛会萦绕着祥光
我为家乡倾情写诗
我为家乡咏唱
我用不辍的笔触赞美我的家乡
预祝乡情有约圆满成功
祝各位乡亲们
事业腾达，再铸辉煌！

为“ 乡 情 有 约 ”喝 彩
于立明

“我在老年大学担
任绘画教师，不是为了
报酬，而是为了把我20
余年绘画的技法、心
得、领悟，毫无保留地
分享给国画爱好者、分
享给下一代，通过一代
代人学习中国画，使中
国画艺术得以传承和
发展。”这是现年78岁
的周佩学老师在接受
笔 者 采 访 时 说 的 话 ，
中 肯 、 质 朴 、 接 地
气，体现了老一代国画
爱好者对艺术的无限热
爱和执着追求。

周老师虽然年近八
旬，但身体硬朗、步履
稳健、思维敏捷、耳聪
目明，想必和习练中国
画大有关联，大抵因为
绘画具有修身养性、延
年益寿、陶冶情操、愉
悦身心的功效。他是黑
龙江省绥滨县烟草公司
的退休职工，曾是一名
货车司机，他的“行车
轨迹”遍布祖国大江南
北、长城内外。退休
后，他不想虚度华年，
更不想浪费时光，而是
想把走过的路、看过的
风景，用画笔描绘出最
美的颜色、描绘出最美
的图案，于是开始潜心
专研中国画。

勤能补拙是良训，
一分辛苦一分才。周老
师作画，没有拜过师
傅，没有系统学习，全
靠虚心好学和勤奋刻
苦。在初学中国画时，
就爱上了画老虎。为了
把老虎画好，他先后两
次专程到双鸭山市集贤县，找到擅长画老虎的刘
老师，请教画老虎的精髓。为了把牡丹画好，几
经打听，最终到绥滨县北岗乡的孔老师家中，交
流画牡丹的奥妙。经过不断打磨，他的绘画技能
逐渐提高，画出的花鸟越来越形象，画出的老虎
越来越逼真。在绘画道路上，他不断探索、观
察、构思，力求把中国画画到极致。他的作品以
工笔画为主，写意画为辅，绘画题材主要是老虎
和花鸟。迄今为止,他绘画已有20多年了,累计画
了几百幅国画作品，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对他身上
的这种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赞不绝口。

周老师不仅钟爱绘画，而且还非常支持文艺
事业的发展。每次市县开展书画作品展活动，他
都积极踊跃地参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通过参
加活动，不断提高绘画水平，并把我国传统的丹
青艺术展示给书画爱好者，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追求。目前，他已连续参加绥滨县元
宵节书画作品展活动20年，在绥滨县是第一人。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在他的不懈努力下，2012
年，荣获黑龙江省烟草专卖局举办的全省烟草行
业离退休人员绘画比赛二等奖；2023年，工笔国
画作品入选了黑龙江省委老干部局举办的“银龄
颂党恩·奋进新征程”展览活动。

除了绘画，周老师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打
乒乓球，在职期间是单位乒乓球队队长，球龄已
有60多年了，他的乒乓球技术优美而娴熟，每一
个动作都像是经过了精心雕琢，让人感受到运动
的魅力。此外，他时常指导帮助其他球友，像绿
叶一样默默地奉献和付出。他十余年如一日的退
休生活是这样的，每天上午在自家画室绘画，下
午在老干部局打乒乓球，一静一动、一文一武，
既老有所为，又老有所乐，如此有滋有味、有声
有色，霎是令人羡慕和敬佩。

曾国藩说过，“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调整好心
态，学会坚持。”周老师是幸运的，因为他把兴趣
爱好坚持了下来，在坚持中不断追求卓越和超越
自我。人生如画，画如人生，在老人眼里，一切
都是最美的，未来还有很多景物值得用画笔来勾
勒，在妙笔丹青中绘就属于自己的人生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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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间 纷 扰 漫 思 量世 间 纷 扰 漫 思 量

张刚张刚 摄摄

盛夏的六月驱车穿行在千树万树陪我
走的绿色长廊，

那缕清风吹过打开的车窗涌进来沁人心脾
的淡淡山花香。

我来到中国唯一一处 《郭小川林区纪
念馆》《三唱园》《新诗圣地》 旁，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和颂扬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

此时此刻此地此景我心中的激情波涛
荡漾。

我轻轻推开 《三唱园》 那扇门走进森
林诗歌神圣的殿堂，

《林区三唱》 在 《三唱园》 散发着扑面
而来浓浓的墨香，

我“豪情万丈好似长江水”将读了一
辈子的 《祝酒歌》 再次高声吟唱。

那诗中三伏天的雨朱仙镇的锤咱林区
开发建设先行者的杯，

一字一句一段留下林区开发建设先行
者的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辉煌。

《三唱园》 里真实还原了当年郭小川创
作时用的木桌椅、老式手摇电话机、那铺
山里小火炕，

我仿佛看见中国森林诗歌之父郭小川
当年在煤油灯下挥毫泼墨写“三唱”；

从此北国边陲小城林都伊春红松故乡
四海名扬。

《三唱园》 玻璃展柜里放着诗人当年采
风时戴的狗皮帽子、穿过的那件棉大衣和
像出土文物似的洗脸盆；

这哪里是千里迢迢从北京来的大诗人，
在工棚盘腿而坐的郭小川就是咱采伐

组憨憨的领班。
我的思绪飞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升起

袅袅炊烟的那间工棚，
我仿佛看见郭小川和林业工人有说有

笑一起走进齐腰深大雪的采伐林班，
他最喜欢听的一声声震山川的顺山倒

在寂静的山谷里久久回荡。
顺山倒来——顺山倒——顺山倒！
这一声顺山倒喊出了当年那群先行者

志在深山为祖国献木材的激情豪壮。
在 《三唱园》 书架上我看到郭小川夫

人和子女整理和捐献的郭小川全集，
《林区三唱》 当属郭小川一生的巅峰之

作。
这是 《三唱园》 里的镇馆无价之宝，
这是红色经典在八百里兴安大地薪火

传唱。
我看见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为纪念馆

亲笔题词极其珍贵的墨宝，
我看见诗人“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

辉”的手写真迹在 《三唱园》 珍藏。
还有一幅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刘

曦林“中国森林诗歌之父郭小川”的题字
为诗人冠名，

因为郭小川首开森林诗歌之先河的旗
帜在八百里兴安大地高高飘扬。

我走进 《三唱园》 寻找到了创作森林
诗歌的根和魂，

激发了我这个业余森林诗歌爱好者创
作的灵感、信心、力量。

我虽然永远无法超越和写出像 《林区
三唱》 流传千古的经典华章，

但我也要“占三尺地位”挥毫泼墨讴
歌林都伊春我无限眷恋的红松故乡，

为林都伊春重新崛起和未来可期的繁
花似锦放歌华章。

这是追随和崇拜当代著名诗人郭小川
一位森林诗歌业余爱好者的心中梦想。

中午闲暇之余我拜读了老朋友延林先
生专著 《走近郭小川》 一书，

读后我才真正的走近了中国森林诗歌

之父郭小川，
我的心中油然而生万千感想，
郭小川有老八路的大气豪爽和诗人的

一腔侠骨柔肠。
我知道了郭小川人生路上的苦辣酸甜

和潮起潮落，
我知道了郭小川心中更有浩荡春风和

明媚阳光。
宣传中国森林诗歌之父郭小川，
绝不是写几首小诗和发表几篇文章，
而是学习诗人勇开先河的清新文风和

从中汲取创作正能量。
为将林都伊春打造成森林文化旅游名

城勇于责任担当，
千万篇森林诗歌像一片片绿叶、
一片片雪花助力在柳暗花明又伊春的

追梦路上。
森林诗歌是散发着大森林松脂芳香的

请柬，
相约八方宾朋背起行囊走进诗和远方，
森林里的家早已为你斟满野生蓝莓酒

的玉液琼浆。
相 约 走 进 森 林 文 化 红 色 基 地 《三 唱

园》 旅游观光，

《中国郭小川林区纪念馆》 为你准备了
大气磅礴的 《林区三唱》。

“馆、园、圣地”是林都伊春著名企业
家刘景林先生投资兴建，

为林都伊春森林文化旅游开启一扇门
推开两扇窗。

彰显着一名企业家爱家乡宣传家乡的
浓浓情怀，

为山里人的好朋友郭小川有了魂归故
里的第二故乡。

让我们一起再次诵读 《林区三唱》 祝
酒歌的片段吧！

“斟满酒，
高举杯！
一杯酒，
开心扉；
豪情，美酒，
自古长相随。”
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笔沿着郭小川的红

色足迹，
挥毫书写放歌林都伊春的盛世华章。
致敬 《三唱园》 我心中森林诗歌神圣

的殿堂！
致敬！中国森林诗歌之父郭小川。

走 进 伊 春走 进 伊 春 《《 三 唱 园三 唱 园 》》 感 怀感 怀
邴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