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赵萌萌

本报讯“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收到
了 100多篇诗词作品，有的状物写景、
描摹细致，有的歌颂抗疫、情感充沛，作
品质量都很高。”昨天，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主任张洪明说。

目前，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省老
干部活动中心承办的全省离退休干部

“点亮河山之美 共享幸福荣光”原创诗
词大赛正在征稿中，我市的离退休干部
均可报名参赛。征稿范围：围绕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展现
我省、我市抗击疫情期间众志成城的感
人事迹，特别是我省、我市采取的一系
列硬核举措和义无反顾援鄂的强大正
能量；展示黄河、大别山的美丽风光、历
史文化和发展变化；反映我省围绕黄河
长治安澜、黄河生态保护、环
境污染防治等工作取
得的新成就等。

张洪明说，

征稿正在进行，许多离退休干部都踊跃
投了稿。他提醒，原创现代诗歌、古体
诗词均可，个人投稿数量不超过两首，
每首行数不超过 100行。已获省级奖
励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的作品不
能参赛。作品报送截止时间为本月27

日。我市参赛人员可把作品发送到邮
箱：pdslgbhdzx@163.com，联系电话：
0375-2971007。省委老干部局将组织
有关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集
中评审，并对获奖作品进行表
彰。

@离退休干部

快来参加原创诗词大赛吧
投稿本月27日截止

□本报记者 彭朝文 文/图

“金老师，我家新房装修好了，客厅
想用书法作品点缀一下，请您帮忙写一
幅吧！”12月6日，家住湛河区轻工路街
道湛南社区的李小雷，来到邻居金鹏山
家求字。金鹏山马上取出宣纸，挥毫写
下“福缘善庆”四个大字，送给了李小
雷。

今年75岁的金鹏山喜爱书画，他
的书法作品深受周边群众喜爱。不管
是装点居室还是馈赠亲友，不少居民都
会找他索字。金鹏山有求必应，且分文
不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民间书法
家”。

书法故事一箩筐

“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迷上了书法
和绘画，退休后有了空闲时间，开始找
书法圈子里的老师请教学习，到现在已
坚持了20多年。”金鹏山说，学习书法
不仅要有兴趣，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地
临帖练习。

对于大家赠送他“民间书法家”的
称号，金鹏山直呼不敢当。他说：“赠人
玫瑰，手留余香。对我来说，只是举手
之劳罢了。”

市农机局退休干部马秋比金鹏山
年长一岁，两人因为书法成了好朋友。

马秋说，去年他在新华区焦店镇郏山阳
村的新房落成，找到市里的一些知名书
法家帮他写字装点新房，但是客厅的那
一幅总感觉不满意。后来他想到了金
鹏山，次日取字时，看到“华堂集瑞”四
个大字后，他一下子愣住了。“这不就是
我苦苦等待的那一幅吗？我感觉比专
业书法老师写得还好。”

马秋说：“金鹏山有一项特殊的本
领，他能通过书法作品揣测出写字人的
大致年龄和性格特点，屡试不爽。”小区
楼下一家饭店的老板也爱书画，有一次
他请金鹏山到家中欣赏收藏的书画作
品。金鹏山在一幅字前驻足良久，揣测
这幅字是侧着身子写成的，作者运笔稳
健，一定是个好脾气；下笔力道略有不
足，年龄在50岁上下。饭店老板听后
连连称奇。金鹏山解释说：“这也不是
什么特异功能，只是我练习书法久了，
通过自己的经历揣测写字者的状态，实
属雕虫小技。”

和晚报的一段情

“写字人最爱读书看报，作为土生
土长的平顶山人，我的生活中自然少不
了《平顶山晚报》。”金鹏山说，他 2001
年从平顶山市工商局退休后，每年都订
阅晚报，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晚
报是 1994年创刊的，如果算上我退休

前那几年在单位看晚报的日子，可以说
我是看着晚报从最初的几个版面，一步
步发展到今天的。”

金鹏山是《平顶山晚报》的忠实读
者，晚报也给他的书法成长之路带来了
鼓励和推动。

除了书法练习者常规训练的楷、
行、草、隶等字体外，金鹏山还酷爱毛体
书法。他用毛体写就的《沁园春·雪》等
作品，多次在河南省毛体书展中获得银
奖，也成了社区邻居争相求索的抢手
货，邻居们拿到字后也都成了金鹏山的
义务推广员。本报记者很快发现了这
一线索。2018年2月8日，“金鹏山书法
作品欣赏”登上了《平顶山晚报》的收藏
版。

“作品见报后的这两年多来，可真
是把我忙坏了。邻居们见面争相夸赞，
许多毛体书法爱好者也经常前来交流，
找我要字的人更多了。”金鹏山说，作品
在晚报刊登后对他的触动很大，他一方
面惊讶于晚报的影响力，一方面也以更
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定下了“不是精
品，绝不示人”的铁律。有一天，他接到
来自福建莆田的电话，说是朋友推荐，
要大量购买他的毛体书法作品，要得非
常急。他考虑再三，感觉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难出精品，于是没有赶工创作，只
把手头现有的作品交给了对方。

由于在毛体书法创作领域颇有建

树，金鹏山现在已是河南省毛体书法研
究会会员。“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晚报，感
谢晚报给我提供了展示的平台。”金鹏
山说。

自学装裱立志出书

除了写书法外，金鹏山还学会了装
裱工艺。他通过网络搜索大量文献资
料后，了解到三层高温装裱的新工艺，
就自费到北京学习。现在他的装裱速
度和质量已经取得书画爱好者的一致
认可。

学会装裱后，金鹏山还是一如既往
地为社区居民服务，渐渐地有了知名
度，找他装裱的人也越来越多，慢慢地
也有了一些收入。金鹏山说：“现在，市
美术家协会、市书法家协会的老师也成
了我的常客，通过装裱他们的作品，我
又多了一条学习的途径。”

如今，金鹏山在创作书法之余又有
了新的目标。他打算把自己的人生经
历写成书稿，分享给更多的人。记录少
年生活的《忆马街岁月》、探究鲁山水稻
起源的《太湖稻师传》、记录自己人生历
程的《峡谷人生路》，都已经成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然现在
年纪大了，但我奋斗的念头从未停息，
这也让我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金鹏
山说。

金鹏山：社区里的民间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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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鹏山
为邻居挥毫
写 出“ 福 缘
善 庆 ”四 个
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