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75岁的乔俊峰（如图）是鲁山县下
汤镇一名退休教师，退休后迷上了写
作，先后撰写了下汤镇的文史资料、个
人回忆录等。

1月10日，记者在下汤镇新街村聆
听了乔俊峰的生活趣事。

爱上写作纯属偶然

提起写作，乔俊峰想起了30多年
前的一件事。“当时在下汤中学教学，
因连降暴雨，教室后塌方，教室后墙被
泥石流淹没，威胁教室安全。”乔俊峰
说，危急时刻，老师和学生们找来工具
清理泥石，有的用锨铲，有的用盆端。
经过一上午的忙碌，终于排除了险
情。当天下午，他写了一篇《中学生抢
险记》寄给《平顶山日报》，见诸报端后
得到了5元稿酬。

“当时特别高兴。”乔俊峰说，他把
5元稿费买成了瓜子和糖果分给了全
校师生。从那时起，他与写作结下了
不解之缘，《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
报》、鲁山县广播电台等都曾刊（播）发
过他的稿件。

退休之后笔耕不辍

2006年，乔俊峰退休了，但写作的
劲头更大了。

“他经常写到半夜，我们劝都劝不
住。”乔俊峰的三儿子乔建三说，想着写
作也不是啥赖事儿，再说父亲早养成了
这样的习惯，就由着他了。

乔俊峰早期写新闻和散文，后来写
史料，他觉得身边很多事需要记录，而

且有些事因缺乏记录，面临失传。于是
他骑上自行车搜集素材，找镇上的老人
讲述。2014年10月，乔俊峰用19万字记
录了下汤镇百余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和该镇的自然景观。2019年10月，乔俊
峰又写下包含下汤镇历史、文化、旅游
等内容15万字。

3年前，乔俊峰的老伴儿因脑梗后
遗症行动不便、失语，乔俊峰一边照顾
老伴儿，一边写个人回忆录，讲述了自
己的人生故事，免费赠阅。

为避免写出的文章出现差错，乔俊
峰经常为了一个细节骑自行车跑几
天。为支持公公的写作，乔俊峰的三儿

媳妇给他买了一部数码相机，乔建三又
给他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为他采访和查
阅资料提供了便利。

乔俊峰家前院支着一个乒乓球台，
没事时，他就会和邻居或家人打乒乓
球。“虽然打得不好，但坚持几十年了。”
乔俊峰说，打乒乓球和写作都能锻炼身
体，特别是写作，能预防老年痴呆，还能
增长知识。

“下一步我打算整理下汤镇的民间
故事，让人们了解下汤，记住下汤。”乔
俊峰说。

“乔老师勤奋，文笔也好。”昨天上
午，下汤镇中心校原校长李文涛说。

乔俊峰：

记录人间精彩
充实晚年生活

□本报记者 张骞

1月 10日下午，记者到访宝丰县裕
民路胡成义的家中时，这位72岁的老
人在修改一篇关于自己的文字材料。
2020年 11月，他被中国关工委和中央
文明办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
者。在这篇事迹材料中，胡成义写道：

“退休是人生的一个节点，不是终点。
作为共产党员，我永远不会退休。”

铸魂：

给青少年以精神指引

记者到访的前一天，胡成义还在忙
碌。1月9日，宝丰县“中华魂·科技托
起强国梦”读书演讲比赛在宝丰县一高
举行，作为主办单位宝丰县关工委的执
行主任，他是名副其实的执行者。

胡成义身上有着老干部
惯有的认真。

从比赛筹备工作的种种细节，到发放的
奖品书籍和台灯，他都亲自参与。他的
致辞是打印稿，但在上台前又涂涂画画
改动不少。参加比赛的有53名中小学
生，在参赛表格上，几乎每个演讲题目
旁，都有他听讲过程中捕捉到的关键词
句。这份表格的末尾还有他记录的评
委老师的点评。

胡成义2009年退休，担任宝丰县
关工委执行主任十余年来，类似这样的
演讲比赛和报告，他组织过200多场，
并经常登台主讲，逾15万名青少年从
中受益。

为什么要投身于关心青少年成长
的工作？胡成义引用上世纪80年代的
一份文件说，党中央希望退休老干部继
续关心党的事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为党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大的事
咱干不了，但可以润物无声，关心下一
代”。

胡成义还有着老干部惯有的严谨，
从不逾矩。他说，铸魂和帮扶是关心下

一代工作的两大基本任务，
铸魂又是重中

之重。
他做了76块党的红色基因展板，

在宝丰县各个学校巡展，其中包括“两
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他长期做政教工作，曾任宝丰县委
党校理论教员、副校长，对政教工作熟
悉又自信，但对超出政教范围的内容，
他又表现得很谦虚。他计划做一套“中
华魂·科技托起强国梦”展板和宣传册，
把工匠精神、科学家精神等囊括其中，
但又自觉对这些内容不擅长，打算交给
更专业的宝丰县科技局去做。

十余年来，他为青少年做的铸魂工
作不胜枚举：每年组织考上大学的学生
参观中原解放纪念馆、工厂企业，感受
家乡文化和发展；成立读书协会，让孩
子们有书读、爱读书、读好书……

帮扶：

为孩子们解决实际困难

除了铸魂，他对孩子们的帮扶也毫
不逊色。

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暑期安全
和教育问题，他在7所民办小学举办留

守儿童暑期托管营，免费托
管学生，又联

系郑州大学的学生做志愿者，教孩子们
唱歌跳舞学知识。

2014年，他在调研中发现宝丰县大
营镇李文驿小学的校舍破旧，他既担心
又着急，与几位老同志往返于县里、市
里，争取到上百万元资金用于校舍改
造。

他说：“关心下一代是一项系统工
程，必须树立大关工的理念，把全社会
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才能形成关爱的海
洋。”

为了让农村孩子享受到教育信息
化带来的便捷，2016年，他联系河南省
关心下一代基金会，为宝丰县100多所
幼儿园安装云平台设备，实现了老师和
家长实时沟通，让在外务工的父母通过
云平台就可以看到孩子在幼儿园的情
况。

每年的开学季，积极组织慈善活
动，捐助优秀学生，更是他的习惯。他
自己资助的一名高中生考上了天津大
学，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资助了一名
贫困学生至大学毕业。

胡成义夫妇有两个儿子三个孙辈，
家里第三代无须他操心，他把精力和时
间都投入到更多的孩子们身上。如他
所说：“我要寻找机会，尽我所能为党和
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

胡成义：

做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记者 彭朝文

本报讯“今天写了十多幅
没能满足大家，明天还得抽空
继续写。”1月 13日，湛河区轻
工路街道湛南社区书法家金鹏
山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他
发起的为离退休老同志免费写

“福”、写“寿”活动得到了社区
群众的热烈回应。

“我在晚报老年生活版看
到金老师为社区邻居们免费写
书法的事迹，今天想来索幅字，
正好碰上免费送福的好事了。”
家住西苑小区的韩先生穿过大
半个市区找到金鹏山索字，拿
着墨迹未干的大“福”字，露出
了满意的笑容。金鹏山说，晚
报报道他的故事后，前来索字
的市民越来越多，为满足大家
的需求，他决定利用春节前的
这段时间为离退休老同志免费
写“福”、写“寿”，让大家开心过
年。

“活动从1月13日（腊月初
一）开始，会一直持续到大年三
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想参
加活动索字的市民，可拨打我
的 电 话 15036851729 提 前 预
约。”金鹏山说，大家的需求一
定会全部满足，如果自己写不
及，将会邀请书法圈的朋友们
帮忙完成。

社区书法家
为老年人
免费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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