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扫加入桑榆群
众多活动等你来

� � � �处州晚报桑榆读者群正式成
立，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将组织
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以打造中
老年人快乐生活的崭新平台。 扫
描二维码，加入进来吧，众多活
动等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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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情·常青

1988 年，与小陈老师的忘年交
阅读提示

每当稿子发表时，小陈都会及时地寄来一份样报
和信，去杭州时我也经常去拜访他，向他请教，碰到星
期日 ，他还留我吃饭。我们边吃边聊，亲密无间，我这
个 50 多岁的小老头，成了他的知心朋友。

征集
老年牛郎织女的爱与哀愁

� � � �或者因为分开赡养，或者因
为照顾第三代，不少相守了一辈
子的夫妻，进入老年时反而和老
伴分居两地，过上了“牛郎织女”
盼相会的日子， 生活上各种不
便，情感上更是几多牵挂、几多
孤独……8 月 7 日是“七夕”，欢
迎老年的“牛郎织女”们说出您
的 故 事 。 投 稿 邮 箱 ：
C215166610@163.com。

� � � �汉语和汉字，是世界上最为
丰富多采的语言文字。我们为此
而自豪，更应不怕困难，多花时
间，尽量力求别用错写错。 仅以
汉字为例， 我们原以为多少的
“少”与大小的“小”，只在有无一
“撇”之差，可仔细一看，第一笔
就不同：前者是“竖”，后者是“竖
钩”。又如，我们常把“周”字里头
写成 “吉”， 其实不然：“吉”是
“上士下口”，“周”字里头是“上
土下口”。我们并非专门家，无须
探究祖先为何规定这样写，只要
记住应该这样写就行了。

（市区 徐龙年 76 岁）

您的经世感言，我们来刊登 ，
欢迎投稿。 来稿寄： 丽水市
中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
业传媒集团 704 办公室处州
晚报编辑部桑榆情版收； 电子
邮箱：C215166610@163.com。

� � � � 1988 年 4 月我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 将两篇写中非见
闻的稿件寄给《浙江日报》，
稿子发出后，觉得没有希望。
20 多天后，收到《浙江日报》
编辑部来信， 一张散发着油
墨香味的样报和一封信。 我
的《世上真有变色龙》发表于
《浙江日报》1988 年 5 月 9
日 3 版，还有一封信。我非常
高兴！ 信是编辑小陈写的：
“来稿收悉，稿子流畅、朴实、
生动，5 月 9 日采用一篇，另
一篇过段时间再发。 盼继续
来稿。 ”字写得非常好，我想
一定是位年长的资深编辑。
不久，另一篇《家常便饭吃蚂
蚁》也发表了，我又给他寄去
几篇稿，也陆续发表。

1988 年深秋， 乘赴杭州
开会之机，我拜访了这位未见

过面的老师———小陈，他个子
不高，文质彬彬，20 多岁。他热
心地接待我，找出我的原稿和
见报稿，对照着，讲明为什么
要这么改，告诉我如何写好稿
子……使我茅塞顿开，庆幸自
己遇上这么好的老师。

每当稿子发表时， 小陈
都会及时地寄来一份样报
和信，去杭州时我也经常去
拜访他，向他请教，碰到星
期日 ，他还留我吃饭。 他住
在一幢筒子楼的二楼，只有
一个不足 20 平方米的小房
间，空间虽小，室内布置得
井井有条。 门口走廊上，摆
有一只煤球炉，就是他的厨
房。 小陈不仅文字功底厚，
也是个厨房能手 ， 一阵工
夫 ，端上可口的饭菜 ，我们
边吃边聊 ，亲密无间，我这
个 50 多岁的小老头， 成了
他的知心朋友。

我的每一篇稿子， 小陈
都细细阅读，精心修改，经常
来信指导，投入不少精力。我

认真拜读他的来信， 将自己的
原稿和发表稿反复对照， 哪些
地方改了，为什么这么改，稿子
经他一改就大有起色， 深受启
发。一篇《中非蚂蚁奇观》，改为
《家常便饭吃蚂蚁》， 更加醒目
吸引人了。 一万多字的《中非矮
人原始部落亲历记》，稿子收到
后，小陈觉得生动有趣，但当时
《浙江日报》有个规定：个人署
名的文章不能超过半个版面，
他只得下狠心， 大量删减重组
后的见报稿为《来自“矮人国”
的报告———中非俾格曼矮人原
始部落探奇》， 更加生动紧凑，
以半个多版面的篇幅发表在
1989 年 4 月 24 日 3 版。

在小陈的热情帮助下，我
的写作水平有所提高， 他鼓励
我向大的报刊投稿， 我的稿子
陆续在《人民日报》《南方周末》
《羊城晚报》等报刊发表。 一晃
30 多年过去了， 我常翻阅小陈
编辑的文章， 我深深地感谢我
的忘年交小陈的指导帮助。

（市区 刘梦熊 84 岁）

� � � �来西藏那么多趟，第一次
碰到望果节。 藏语“望”为“田
地”，“果”为“转圆圈”，“望果
节”即围绕丰收田野的歌舞。

望果节已有 1500 多年历
史， 是藏族农民欢庆丰收的

传统节日， 流行于西藏的拉
萨、日喀则、山南等地。 时间
在每年藏历七、八月间，具体
日期随各地农事季节的变化
而变化， 一般在青稞黄熟以
后、 开镰收割的前两三天举

行。 望果节结束后，就开镰收割
青稞。 2014 年 11 月 11 日，望果
节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哈敏 8 月 1 日摄于西藏山
南市乃东区）

西藏山南的望果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