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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平党申）“河南
书法看汝州，汝州书法看夏店！”近日，得知夏店镇初级

中学书法教育再创佳绩，省书法教育学会会长任炳木

在电话中表示祝贺。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礼赞伟大时代精神。这次我

校有12名学生在全国获奖，这是夏店镇初级中学的自

豪和骄傲。”12月13日，谈起参加第二届中华经典诵写

讲大赛，夏店镇初级中学校长刘冠峰高兴地说。

据了解，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中华经典诵写

讲大赛，每四年一届，今年为第二届。本届大赛分为四

类：“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

赛、“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印记中国”学生篆刻大

赛。参赛对象为全国大中小学校在校师生及社会人员。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设硬笔和软笔两个类别。

每类分小学生组、中学生组（含初中、高中、中职学生）、大

学生组（含研究生、留学生）、教师组和社会人员组5个组

别。2020年5月10日至8月10日，“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

完成了初赛作品征集，共收到参赛作品近12万件。9月至

10月，经过初赛、决赛评审，共评选出获奖作品3336件，指

导教师奖117名。

此次“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中学生硬笔类比赛

中，河南省共有36名学生获奖，汝州市夏店镇初级中学

占12名，并囊括了河南省获得的所有一二等奖。其中，

夏店镇初级中学毛志瑶的作品《北冥有鱼》，获中学硬

笔组一等奖（全国22人），是河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作

品；邵梦丹、段岢彤、鲁超凡的作品分别获中学硬笔组

二等奖（全国29人，河南3人）；刘婷婷、毛梦瑶、杨灿、王

亚静、平原、邵赛佳的作品分别获中学硬笔组三等奖

（全国105人，河南8人，夏店6人）；毛子涵、平诗音的作

品分别获中学硬笔组优秀奖。夏店镇初级中学书法教

师平新光，获本次优秀辅导教师奖，是河南省唯一获此

殊荣的教师。

夏店镇初级中学现有27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500

余人，教职工90人。2013年以来该校正式把书法教学作

为学校的办学特色，每班每周开设一节书法课，有专任

书法教师授课，使全体学生都能接受良好的书法教育，

并成立书法小组每天利用上下午大课间时间集中练

习，该校先后被命名为“汝州市书法实验学校”和“河南

省书法实验学校”。2015年以来该校学生共参加国家、

省市级书法赛事19次，参加学生200余人，获各种奖项

296人次。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我们将以此次获奖

为契机，在全镇各学校持续开展书法教学，让学生们感

受到汉字和书法的魅力，提高汉字书写能力，增强文化

自信与爱国情怀。”夏店镇中心校校长唐亚伟充满了信

心。

今年是“一二·九”爱国运动85周年，12月10日，市中等专业学校部分师生

举行环科教园区徒步走10公里远足活动。

徒步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虽然寒风凛冽，但同学们热情高涨,没

有一个人掉队，全体坚持完成远足活动。此次活动，不仅展现了新时代中职

学生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也将红色文化渗透到中职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让青年学生通过活动铭记历史，更好地树立和培养爱国情怀和奉献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 韩露 摄

“这个是我做的……”近日，在汝州外国语小学一、二年级的字母创意大

赛及五年级英文写作大赛作品展现场，该学校二年级（12）班学生李姿莹看

着展板上自己的作品激动地向同学们介绍。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期一个月，是该学校首次举办。旨在突出学生的参

与意识，力求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快乐、人人有收获。同时，让英语节成为每

一个孩子的节日，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感受英语、享受英语、应用

英语，让他们想说，敢说，能说，会说。 张亚萍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王泽鹏） 为强化全院医

护人员的消防意识，提高全员火灾防范和自救能力，12月9日

至10日，市中医院特邀河南省专安消防咨询服务中心的消防

教官，每天利用1小时进驻各科室，对全院医护人员进行消防

知识培训。

培训中，教官们根据医院的行业特点、建筑布局、风险隐

患等，运用真实的火灾实例，配以生动的实况视频及图片、数

据等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普通高层建筑物起火的燃

烧过程、医院建筑的防烟分区与消防专用通道、医院建筑物

火灾的处理、人员的逃生与自救常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

解，并现场演示灭火器材使用的方法、要领。同时参训人员结

合自己学习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消防安全隐患进行了提问、

互动交流。

本次消防知识培训，内容系统全面、具有针对性，使大家

更深入地了解和掌握了消防安全知识，进一步提高了职工消

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为安全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医生，快好了吧，不用再来了吧。”

“那可不行，还得来，虽然伤口快好了，但还

要继续换药，阿姨，一定要记住现在脚还不能走

路，在家有任何不适随时给我打电话。3天以后必

须来啊。”

这是他对患者嘱咐的让人感到温暖的话语。

他叫郭延磊，是市第一人民医院脊柱骨病关

节外科的一名主治医师。从走向临床岗位的第一

天起，他就铭记“责任”二字。同事们这样评价

他———郭延磊是务实创业的青年医生，是为患者

着想的实在人。情系患者，让他孜孜奉献；心怀大

爱，让他恪尽职守。

医患服务部工作人员在骨科床旁回访期间，

得知患者潘某是严重过敏性体质，平时对风油

精、清凉油都过敏，换药时对纱布、胶布更是过敏

严重，再加上自身患有糖尿病，皮肤质量差，伤口

想要愈合更是雪上加霜。

为此，医患服务部工作人员与郭延磊、护士

程燕杰多次进行讨论，终于找到了适合潘某的敷

料。

了解情况后，潘某每次来换药，医患服务部

工作人员总是提前与郭延磊沟通，提前准备好轮椅陪同潘某，

确保每次换药顺利进行。

在换药过程中，面对患者的伤口，郭延磊与程燕杰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俩人总是耐心地评估后再进行换药。由于潘某家

离医院较远，且腿脚不灵便，有时来换药不能按照医生交代的

时间那么准确。为此，郭延磊和医患服务部工作人员多次到家

中为潘某换药。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两个月后，经历多达20余次的换药

后，潘某的伤口终于痊愈了。

“郭医生真是一位暖心的好医生！”医患服务部工作人员在

电话回访时，潘某家属非常激动，连声感谢郭延磊、程燕杰及脊

柱骨病关节外科的全体医护人员，感谢他们精湛的医术和高尚

的品质，感谢他们面对如此顽固的伤口能够细致周到地服务。

面对患者的感谢，郭延磊和脊柱骨病关节外科的医护人

员表示，治病救人是每一位医护工作者的职责，能得到患者的

认可，就是对他们最高的嘉奖。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夏店镇“墨香”教育结硕果
“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中学生硬笔类比赛中，全省36名学生获奖，夏店镇中学占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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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文生：这些专家每3个月来正定开

一次全体会，他们对正定的发展提出很

多意见建议，每个月给他们每人发5元钱

津贴。近平同志说，这些钱虽然少，却体

现了我们敬才用才之风，也表达了我们

正定人民的一点点心意。

采访组：《正定古今》这本书的创作

凝聚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心血，据说是

您执笔编写完成的。请您介绍下这本书

诞生的过程。

石文生：《正定古今》这本书是以县
委的名义写的，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近

平同志贡献最大。他在担任县委书记期

间，明确提出了改革兴县、工业兴县、科

技兴县、人才兴县、文化兴县、旅游兴县

的新思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把挖

掘历史文化、实施旅游兴县作为一项重

要战略措施。通古博今的近平同志被正

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

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走街串巷，勘察

古迹，细品文化，对正定的历史和文化钻

研得很透。他曾经在一次全县青年干部

大会上做过一个十分精彩的讲话，讲到

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过去1600年

间一直是郡、州、路、府、县治所，曾与北

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五代后唐时

设为北都，后汉契丹时升为中京。他的讲

话把正定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

在一起，旁征博引，慷慨激昂，我们这些

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听起来都十分新鲜，

羡慕他知道的那么多。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历史非常感兴

趣，对正定的未来也充满信心。他说：“正

定的历史文化这么悠久，咱们应该把县

城好好整治一下、修缮一下。”他刚来时，

正定县城的很多城墙都破坏了，因为老

百姓缺乏保护意识，把城墙砖拆回家修

房子、垒猪圈、建厕所。县志里记载的“九

楼四塔八大寺”，只剩下大佛寺，还有4个

塔，而且年久失修，一塌糊涂，旁边堆着

很多垃圾和柴火。

近平同志对正定的文物特别关心，

有一次在隆兴寺院西侧，他看到元代书

法家赵孟頫撰写的名碑“本命长生祝延

碑”上沾满泥土，缺乏保护，他平时看书

很多，对历史很有兴趣，知道这是一个珍

贵文物，当即找到主管领导，并提出严肃

批评。近平同志说：“我们对文物保管不

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像这样的

事情还有很多。

近平同志常说，正定有着源远流长

的历史，非常值得研究。时间不长，县委

召开常委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由

近平同志提议，编写一本关于正定的

书，并提出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当

时书名还没有想好，只是把谋划起草的

任务交给县委办公室，让我负责先整理

出一个整体框架和目录。我只上过两年

中专，文化根基不深。不过，我原来爱好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小说，还写了一

些表现改革开放的作品，我在工作之余

创作了反映改革开放新青年的小说《黑

牛和他的妻子》，由正定作家贾大山推

荐，被铁凝选用在《莲池》文学期刊发

表，所以对写作是有兴趣的。任务派给

我之后，我就收集民间的东西、历代名

人与正定的关系等资料。那个时候没有

电脑，没有网络，查资料很不方便，加上

“文化大革命”中好多文字资料都被毁

了。我到处去找，也没找到什么。当时挺

犯愁的：“这书我可怎么编呢？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啊！”为此，我就和办公室主任

一起找近平同志。没想到，近平同志却

是胸有成竹，他说：“我手头有一整套

《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

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古

籍，一共有8本，他好像是从国家博物馆

或者省博物馆得到的一份复印件，当时

复印技术不行，印出来的字模模糊糊

的，但好在还能确定是什么字，不至于

出错。这已经非常难得了。

按照领导要求，1个月后，我整理出

这本书的基本框架和目录，设计全书共

13章，39节，书名暂定《美好的正定》，报

近平同志审定。近平同志说，总体不错，

就是有点虚的感觉，这可能与你过去写

文学作品有关。比如第二章第二节，写改

革开放春风吹，人民欢呼赞县委，不能这

样写，要用写实手法，用事实和数据说

明。原来定的3部分可分为3个篇目，风格

和写作手法可有所不同。正定的历史沿

革可放在书的最前面，叫做概述。书名不

一定叫《美好的正定》，美好不美好还要

听人民评价，可用写实的手法叫《正定古

今》，古代的事、今天的事都写清楚了，就

达到了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

按照这一要求，又经过一周的修改，

形成了新的书稿目录，书名叫《正定古

今》，共分上、中、下3篇，上篇主要写建制

沿革、自然概况、经济概观；中篇主要写

历史名人、名胜古迹、文学发展和民间习

俗；下篇主要包括风物传说、古代诗歌和

当代文论，全书共3篇、16章、50节、119个

条目。最后报近平同志审阅后交由县委

常委会研究。

书的基本框架和目录形成后，正式

的写作班子便提上日程。经县委研究，

成立了《正定古今》编写组，由县委办

公室主任总负责，我具体负责，从县直

单位、有关乡镇抽调18名同志负责编

写，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将所有

章、节和条目分别分配到每一个同志

名下。当时写作条件非常艰苦，编写组

的同志在招待所租了3间房子，每间房

子6个人，每人一张木板床，一个学生

课桌，一个小木凳，2本稿纸。负责写上

篇内容的同志有相关县直单位提供的

一些资料；写名胜古迹、文学发展和民

间习俗的，只有到民间、乡下去采风。

当时我负责整部书的总策划和历史沿

革、风物传说、古代诗歌和当代文论部

分，在通读《真定府志》的基础上，把有

关内容摘记在笔记本上，再誊写在稿

纸上。8000多字的历代建制沿革，分原

始部落、黄帝子孙、先秦封邑、汉魏常

山、北齐移郡、唐宋变迁、金元改制、明

清发展、民国以后的变化9个部分，每

部分都要查阅大量资料。由于《真定府

志》是文言文，且历代建制沿革资料散

落各个方面，工作起来难度就更大。近

平同志知识渊博，虽然到正定时间不

长，却是真正的“正定通”，对写这部分

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未完待续）

优秀辅导教师平新光（左一）在书法课上辅导学生

消防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