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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桑榆·常青

如图，纵横都为六格的格
子中有 36 个 X，试着划掉 12
个 X，使得未划掉的 X 在每
行、每列的数目相等。

格子游戏

咏青山，吟绿水。绿水青
山，续写文明史。明月轮回千
百岁。辉耀先人，耕读闻鸡
起。

廿年间，城变美。九朵莲
花，装点新天地。诱得姮娥常
后悔。多彩处州，任令骚人
醉。

（遂昌 刘为民 65岁）

苏幕遮·秀山丽水

李青葆：依然为家乡抒情

阅读提示

李青葆离家时间虽
已30多年，但对家乡的眷
恋未变，初心不改旧时
爱，一颗心、一支笔，依然
为家乡抒情。

李青葆先生是青田小
舟山乡平风光村人，大家都
尊称他为“李老师”。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他拨开家乡
的云雾，踏着曲折的羊肠小
道，走进县城，在青田县总
工 会 职 工 学 校 先 后 任 教
师、校长，后调任青田县文
联副主席，兼任中国作家协
会青田文学创作基地副主
任兼秘书长、《芝田文学》杂
志主编，丽水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丽水市诗词学会副会
长，《处州诗词》主编。他爱
好文学，艰难的生活逼他走
上业余创作之路，经过十余
年年夜以继日的不断努力，
他终于跨上成功之道，于
1999 年 7 月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2007年 3月被评为国
家一级作家。同时，他还是
中国楹联学会理事，中华诗
词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是文
坛上有名的“多面手”。退
休后，他还担任青田县孝文
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和《孝韵
报》主编，又被《中华诗词》
杂志特邀为点评嘉宾。目
前，他已出版中长篇小说、
散文、诗词、楹联等专著 16
部，编著书籍 20多本，作品
先后 20 多次获全国、省级
奖。

李青葆离家时间虽已
30 多年，但对家乡的眷恋
未 变 ，初 心 不 改 旧 时 爱 。
1996年，老家平风光要造公
路 ，粗 算 要 资 金 80 多 万
元。那时的 80 多万元，相
当 于 现 在 的 800 多 万 元 。
李青葆一方面为村里写报
告，向上级有关单位要钱，
一方面亲自出面，求助于外
地企业家朋友，为村里拉赞
助 20 多万元。凡赞助 1 万
以上的均予以刻石立碑，并
在 村 口 建 了 功 德 碑 廊 。
2013 年，村里建文化中心，
李先生应村委邀请，为之撰
联，并请名家书写，又请有
关单位和友人助资，共计
10多万元，用于购木刻字，
使小小村文化中心洋溢着
浓浓的既传统又高雅的文

化品味。李青葆说，我虽然
没有多钱，离乡也已几十
年，但我的一颗心、一支笔，
依然为家乡抒情。

2005年 6月，青田稻鱼
共生系统被评为“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后，李青葆
参加浙江省委宣传部和农
办等四单位联合举办的征
文比赛，他的 5000 字散文

《青 田 田 鱼》被 评 为 一 等
奖。此后，七律《咏青田稻
鱼共生系统》又荣登国家一
级刊物《中华诗词》杂志。
李先生的诗文，充分证明他
对家乡、对三农有着深厚的
感情！多年来，他利用自己
的优势，创作并发表了 1500
多首诗词和 500多副楹联，
其中歌颂丽水、歌颂青田的
诗有 200 多首，楹联 100 多
副，而赞美小舟山乡的，有
50多首诗，20多副楹联。

2014年，丽水市政府和
中华诗词学会联合举办“中
国梦想 美丽丽水”全国诗
词大赛，李青葆先生的《水
调歌头·生态丽水》从全国
1.6万多篇来稿中脱颖而出
荣获一等奖。

李先生说，“平风光是
我的家乡。从大概念来理
解，青田、丽水也是我的家
乡。但生命中最刻骨铭心
的还是平风光村，还是小舟
山乡。因为那是我出生的
地方，是我父母和祖辈终老
的地方。”2016 年春，李青
葆先生饱蘸对故乡挚爱的
浓墨写下千字美文《小舟山
梯田赋》。该赋的句里行间
充满一个赤子的情怀，从梯
田的过去写到现在，从现在
再憧憬三农的未来。推动
农业历史前进的正是农民
的辛勤劳动，还有当代公仆
们的公而忘私的服务。作
品歌颂劳动创造世界。此
赋于 2016年 6月，在国家一
级刊物《中华辞赋》杂志隆
重推出；2017 年，又在《人
民日报》主管的《走遍中国》
杂志发表。之后，小舟山乡
政府将其勒石刻碑，立在龙
翔摄影基地。

当家乡的稻田养鱼被

联合国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加以保护时，当小舟
山梯田荣获“全国十大美丽
田园”桂冠时，当“创意油菜
花”成为家乡旅游的金名片
时，李青葆都为之衷心祝贺，
挥笔纵情歌唱。

2017 年 3 月，小舟山梯
田 的 油 菜 花 开 得 特 别 喜
人。李先生把 2016 年发表
在《中华诗词》上的《咏创意
油菜花三首》配上美图在微
信朋友圈发出。中宣部原
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原党
组书记翟泰丰先生看到，马
上电告李先生：油菜花如此
之 美 ，为 什 么 不 邀 我 去 分
享？李先生窃喜，翟泰丰部
长有身份，又是摄影家，对
家乡是很好的宣传。当即，
李先生发出邀请。翟部长
第二天便乘机从北京飞抵
温州，作人生第五次青田之
行。翟部长到小舟山尽享

“创意油菜花”的风韵，拍下
100 多张照片。临别之际，
还赠小舟山一首诗：

致小舟山

菜花又绽小舟山，
百鸟清吟胜管弦。
梦里万千游客醉，
笑言最美是梯田。

吸引名人名家为家乡做
宣传，是李先生爱乡的一种
特色。至今，已有名家 10 多
人次为他家乡写诗或题赠墨
宝。

如今，年逾古稀的李先
生接受乡政府的邀请，正在
编写《小舟山乡志》，他说他
要把自己宝贵的黄金年华印
在乡志的句里行间，献给养
育他的家乡。

这次采访 ，历时一个多
小时。临别之际，李先生还
赠我一首写他家乡的词《巫
山一段云·故乡》：

难忘秋收日，霞飞九月
天。谷黄米白品鱼鲜，灯下
话丰年。

腊月思亲友，村前看夕
烟。那山那水那梯田，处处
动心弦。

（陈木云 吴亚婷）

前些日子，我和孙女上新
华书店，给她买了《我会自己
想办法》《学会耐心等待》等
几本儿童读物，孙女特喜欢。
中午吃饭时，孙女不认真吃
饭，劝说无效后，我威胁她：

“你不听话，我把上午买的几
本书送给你表哥。”

孙女见我认真的模样，生
气了：“你说话不算数，怎么
当奶奶的？”

（朱德珍 68岁）

怎么当奶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