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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收藏，就是探知历史和
寻找快乐的过程。遇见一件好
的藏品，往往能让我兴奋得好
几天睡不着觉。”王文一说，他
经常去书店、报摊儿转悠，很多
商贩都认识他，品相好的旧书、
旧报都愿意留给他。

有一次，一个摊贩送给他
一本清代印刷的史书《纲鑑易
知录》，虽然是古书且品相完
好，但不成套，收藏价值也不

高，当时他并不是很想要。不
料一年后，他竟然在另外一个
书店老板的帮助下买到了12本
《纲鑑易知录》，刚好与之前的
那本凑成一套。更巧的是，这
套书上竟然有同一人的笔迹。
从印刷日期算，到他手里正好
是100年。

王文一表示，藏品不单单
要看市场价值，更应该注重其
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研究价

值，他希望继续把收藏故事写
下去，让更多人了解这些藏品。

对于王文一的收藏爱好，
他的妻子赵冬菊表示支持：“这
么多年了，每次有藏品拿回来，
我都会坐在旁边看半天。藏品
反映现实和生活，很有意思。”

据了解，王文一这几年捐
献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
念馆、郏县档案陈列馆的藏品
有百余件。

寻时代印记 遇见好藏品几天睡不着觉

□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舞钢市书法家协会
昨天传来喜讯，2019 全国法治
书画摄影展暨“法治文化与法治
中国”论坛活动12月7日在北京
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该市参展书
法家获得一个二等奖、三个优秀
奖。

据舞钢市书法协会主席孙
立介绍，此次活动由法制日报
社、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等联

合主办。活动自8月29日正式
启动作品征集后，组委会共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品2000余篇
（幅），其中书法 1488幅。经专
家评审，共评出书法一等奖作品
5幅、二等奖10幅、三等奖20幅
以及部分优秀奖。其中，舞钢市
书法家蔺艳兰以大草《古诗四
首》获得二等奖，王颖以楷书《大
学》《中庸》选抄、庞卫东以章草
《孙过庭书谱》摘抄、刘月琴以小
草《礼记》摘抄获得优秀奖。

舞钢市4位书法家获奖

□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 昨天上午，鲁山县
瓦屋镇第三小学红石崖学点的
孩子们收到了爱心企业送来的
新棉衣。

红石崖学点地处海拔近千
米的深山，目前只有一名老师和
12名学生，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
家庭。昨天，市金太阳幼教集团
工作人员携带近4000元的过冬
棉衣以及文体用品、食品等，驱

车前去给孩子们送惊喜。
“我们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身

高，买了大两个尺码的衣服，想
着让他们穿得久一点，天冷了还
能在里面加衣服。”爱心企业的
相关负责人和家长代表现场给
学生穿上新棉衣，并分发学习用
品。

“衣服花色很适合学生，防
风还保暖。”红石崖学点负责人
和唯一的老师李小雷对爱心人
士表示了感谢。

深山小学生获赠新棉衣

□记者王春霞

本报讯 昨天上午 8 时许，
在市区鹰城广场西南角，一位身
穿高铁制服的女孩把一个银灰
色旅行箱交到市民王小静手
中。“还让您亲自给我送回来，真
是太感谢啦！”王小静说。

“正好我下班回来，举手之
劳。”身穿制服的女孩叫庞晨，是
郑州铁路集团公司郑州客运段
的一名列车长。

戴着墨镜的王小静说，她家
住市区矿工路东段，“我这次是
去北京看眼病的，12 月 10 日乘
坐北京西至南阳东的G4067列
车回来，傍晚 6 时 20 分到平顶
山西站，我背着背包就下车了，
出站后才发现忘拿旅行箱了。”

旅行箱里装着病历等资料，王小
静很着急，忙拨打 12306 求助，
随后与列车长庞晨取得联系。

庞晨说，她接到王女士的电
话后，立即通知乘务员去王女士
之前的座位查看，果然发现有个
灰色旅行箱无人认领。乘务员
把旅行箱拉到餐车，通过手机确
认这正是王女士遗落的旅行
箱。按规定，乘务员要把旅行箱
交到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南阳东
站，第二天再带回平顶山西站。

“我也是平顶山人，一看王女士
的手机号码是平顶山的，确认她
住在市区后，就表示自己下班可
以把旅行箱带回市区，省得她再
跑到西站领了。”庞晨当天下班
回到市区已是半夜，两人约好次
日早上在鹰城广场见面。

旅行箱遗落高铁上
列车长老乡帮送回

12月10日，居民在观看社区“明白墙”上公布的帮扶受助特殊
群体明细表。近日，新华区中兴路街道文化宫社区开设“明白墙”，
将精准扶贫、民主议事、基层党建、民情反映程序等事项进行公布，
进一步增加社区工作的透明度，为居民随时监督提供方便。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明白墙”明白事

□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真没想到，这个出厂50多年的幻灯机还能用。”近日，郏县县城北大街居民王文一意外获得
一部老式幻灯机，引起不少藏友关注。

昨天，记者见到了刚过花甲之年的王文一。王文一的收藏室面积仅十多平方米，却如一个微
型“历史博物馆”，室内藏品种类繁多，从清代古书籍到近代的报纸书刊、老票证、古玩杂项等，距
今至少30年岁月，让人惊叹。

在收藏室最显眼的地方，
摆放着一台1965年9月上海电
影机械厂出产的黑色9205型农
简式幻灯机，光源、聚光镜、放
映镜头齐全，还有一个原木提
箱，清晰地标注着机器出厂日
期、机型及编号等信息。

“这种机型在市面上很难
见，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网上
淘到，配上早期收藏的幻灯片，
终于凑成一对儿了。”王文一
说，虽然这台幻灯机年代久
远，但放映效果非常好。有位
早年在公社工作的电影放映员

看了后，感慨自己仿佛回到了
从前。

王文一收藏的上百张幻灯
片，基本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出品，虽然外表陈旧，但放映
出来的色彩和图案清晰，充满
年代感。

历时半世纪 幻灯机放映效果依然良好

2002年，从原郏县宾馆退
休的王文一开始专心收藏、创
作，他撰写的藏品故事吸引了
不少读者，也因此结交了很多
收藏界的朋友。2013 年，他成
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他写的藏品故事，我看过
很多，里面涉及的历史事件，时
间、地点都很详尽，语言也很严
谨。”王文一的朋友孙先生如是
评价道。

采访中，王文一搬出了他
珍藏多年的老报纸，一张张泛
黄的报纸，散发着岁月的气
息。“我从小喜欢历史，特别
是地方史，收藏的全国各地
各个时期的报纸，大多和郏
县有关。”王文一说，这些报
纸年份最早的是 1931 年，每
一份报纸都得来不易，为防
止破损、受潮，他专门从网上
购买了文件袋，耗费大量精

力分装为“抗战解放”“知青
上山下乡”“扫盲运动”等类
别。

“这份 1947 年 11 月 8 日的
《东北日报》，有《豫西三百里
战线上我军四日连克六城歼敌
五千生俘正副师长各一》的重
要新闻，文中以‘郏县之役’为
最，意义重大。”王文一详细解
说报纸的来历和价值，他小心
地捧着报纸，仿佛捧着珍宝。

痴迷地方史 每份报纸都是历史的见证

王文一在收藏室调试幻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