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庆法在石壁上练习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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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3 月 1 日上午，郏县
堂街镇小寨村的农业女能手朱红
果早早赶到县城，参加郏县农业
农村局农业广播电视大学举办的
电商培训班。在课堂上，她听得
认真，记录详细。

为培育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
技术人才，提高女农民科技文化
素质，郏县特举办高素质女农民
电商培训班，对全县140名基层妇
联骨干、返乡创业女大学生、专业
合作社女负责人及有创业意向的
女农民、女致富带头人分两期进
行为期14天的电商培训。培训采
取专题讲座、现场教学、参观考
察、互动交流等形式进行，全面对
农村电商、巾帼法律明白人、直播
带货、食用菌种植等方面进行技
术培训。

3月 1日上午，市农业农村局
专家就如何利用电商平台进行经
营做了详细讲解，并和女能手进
行了现场互动，详细解答她们提
出的疑惑。

朱红果早年外出务工，2016
年返乡务农。在堂街镇妇联的推
荐下，她参加了郏县农业农村局
举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不仅
学到了一技之长，开阔了视野，对
发展农业的信心更大了。她租地
30亩（1 亩≈666.67 平方米），利用
学到的技术种植烟叶、小麦套种
辣椒，每年实现收入18万元，还安
排了10多人就业。“种地也要跟上
时代潮流，我要抓住这次机会好
好学习，把农产品经过电商平台
销售得更多更远。”朱红果说。

郏县乡村女能手
进城学艺充电忙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3月 1日，微友“安静”等人
向本报反映，市区新华路与矿工路交
叉口附近的市一高已搬走，但途经此
处的大多数公交车语音播报和线路牌
上标注仍为“市一高”，希望市公交公
司及时更新，以免误导乘客。

当天，记者在市区光明路与矿工

路交叉口乘坐一辆68路公交车向东行
驶，途经矿工路与新华路交叉口附近
原市一高校区站牌时，语音拨报为“新
华路口”；而原路返回时乘坐一辆39路
公交车，语音播报为“市一高”。记者
留意到，在市长途汽车站、医药公司、
建设街、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等站的
公交线路牌上，途经市一高原址的2、
3、20、26、28、33、39、68等多条公交线

路标注的几乎全都是市一高。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他们

均表示市一高搬走有些时日，并且市
三高已入驻，公交车语音播报及线路
牌上的信息也应该及时更改过来。

就此事，记者拨通了市公交公司
客服热线，26号接线员称，她会尽快向
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反映，及时更新
以方便乘客。

校区早已迁址，公交车语音播报啥时候更新？
污水横流

微友“上善若水”留言：市区
曙光街街道沿西社区北门有一下
水道堵塞，污水横流，望有关部门及
时清理。

建议增加班次
微友“晚风撩人”留言：2月28

日中午，在市区黄河路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门口等乘50路公交车，等了
将近30分钟才过来一辆。建议增
加50路公交车班次。

（本报热线办 李金鸽）

2 月 28 日，由市教体局主办，
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和市体育村承
办的“舞动鹰城”2023年平顶山市
广场舞交流大赛在市体育村举
办。舞钢市代表队、平顶山姚电
社区舞蹈队、卫东区舞韵飞扬舞
蹈队获得规定套路项目优胜奖；
舞钢市代表队、鲁山县教体局代
表队、新华区快乐阳光舞蹈队等8
支队伍获得自编套路项目优胜
奖。 （田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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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楠 文/图

“他写得真好，这字没有几十年
的功力写不出来。”3月1日上午9点
半，新华区迎宾路中段，闫庆法像往
常一样在西杨村河西侧的石壁上练
书法，1个小时就写了25米。退休教
师贾桂荣驻足观看，对他的书法赞不
绝口，“他对文学一定有很深的造诣，
不用看书直接就能把这些诗写出来，
可以称得上是当代‘扫地僧’。”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
眼前来”“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

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
禊事也”，和煦的阳光透过树叶洒
落下来，斑驳的光影照在白色的粉
笔字迹上，让一行行诗句格外苍劲
灵动。

闫庆法今年67岁，鲁山县磙子
营乡渠庄村人，他从小热爱文学，17
岁开始练习书法，藏书500余本，育
有三个儿子，现在是市区的一名环
卫工人。2011年，闫庆法为了照顾
孙子来到市区居住，闲暇之余总要
练习书法，他说：“生活不只有一地
鸡毛，还有诗和远方。”

新闻短波

有了热爱和兴趣，才能把日子
过成诗。

闫庆法接触的第一首诗是小学
课文中的《卖炭翁》，“短短几行诗，
写活了卖炭翁的形象，通过文字我
可以看到他的艰辛和不易。”闫庆法
感叹，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它可以直
抵人心，引起共鸣。当时只有十几
岁的闫庆法每月的生活费仅两元
钱，为了买到心仪的诗集，他坚持一
个月只喝粥不吃菜，省下一半钱都
拿去买书。

买回来的第一本书是艾青的诗
集，闫庆法反反复复读了半年多，里
面的 100多首诗他都熟记于心。从
那时起，他对文学的热爱便一发不
可收拾，并开始涉及散文集和文学
名著，渐渐地，他已藏书500余本。

17岁上高中时，由于文学功底
好，字写得漂亮，学校的板报都由闫
庆法负责。展示的机会多了，他对
自己的要求也高了。他开始买字帖
临摹，最爱的是王羲之的行书、颜真

卿和柳公权的楷书。“那时候我们学
校有个书法老师，夸赞我的书法苍
劲有力，可以直接去教学生。”时隔
多年，这句夸赞闫庆法依然铭记于
心，是自豪亦是鼓励。

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一年，闫
庆法趁着时代的洪流参加了高考，
仅差7分，与大学失之交臂。“我爱文
学，爱书法，可是高考还有数学，我
确实偏科，语文考试下笔如有神，遇
到数学就傻眼了。”闫庆法感慨道，

“现在，我看到数学学得好的人就羡
慕得不得了。”

闫庆法希望孩子们珍惜学习机
会，有爱好是好事，但要做到各科平
衡，“现在的娃娃学习环境太好了，物
质条件也好，每家过的都是小康生
活。”

如今，三个儿子在闫庆法潜移默
化地影响下，都能写出一手好字。大
儿子文辉说：“我们兄弟没有刻意地
去练过书法，但受父亲影响，硬笔都
不错。”

用热爱“点亮”自己

“生活要乐观，态度要积极”——

六旬环卫工街头练书法
多年来，无论是工作还是生

活，闫庆法都用认真的态度对待。
上世纪 80 年代初，闫庆法在

鲁山县张良镇张良小学当语文老
师。既然选择了老师这个职业，就
不能误人子弟，“当时，没有电脑、
没有投影仪，老师们的教案都是靠
手写，黑板上的字就是脸面，你得
让学生服气。”凭着这股认真教学
的态度，闫庆法坚持练习书法，每
次的板报比赛都得第一名。

2015年，闫庆法回归家庭，即
使不再教学，但还是坚持每天练字
读书。2011年，他为了照顾孙子来
到市区，爱人陈小炴在鲁山照顾二
儿子的孩子。

现在，孙子长大了，闫庆法又
闲不住了。“人不能整日无事，轮子
不转还会生锈呢！”2022年9月，闫
庆法当起了环卫工，负责迎宾路中
段到建设路的卫生，每天早上5点
半起床，忙到9点左右，他就会走
到西杨村河西侧，在石壁上用粉笔
练会儿书法，“这里安静，也不会影
响市容。”

贾桂荣住在西杨村河对面的
居民楼3楼，她观察闫庆法好几天
了，3月 1日，见闫庆法又在练字，
忍不住走下来瞧一瞧。临走时，她
对闫庆法说：“需要粉笔找我，啥颜
色都有。”

闫庆法虽然年逾六旬，但除
了偶尔发烧感冒，没生过啥大
病。“生活要乐观，态度要积极，锻
炼要勤奋。”闫庆法说，有好的生
活态度才会有好的生活质量，空
闲时间，他还会去鹰城广场打一
个小时乒乓球。

在生活中，遇到老人拎不动
菜，看到车多孩子不敢过马路，闫
庆法总要帮一把。“现在不是常常
在讨论遇到老人摔倒，到底扶不
扶？”闫庆法说，勿以善小而不为，
不要权衡利弊，计较得失，“你要相
信，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还是占大
多数。”

采访结束，闫庆法站在 25 米
长的书法墙前，朗诵了他最爱的一
首诗——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
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
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
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
是，换了人间。”闫庆法眼里闪着光
芒，洪亮的声音穿透了街巷……

用态度“照亮”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