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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锦
飞）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关爱留守
儿童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
日，县妇联“留守儿童关爱基地”
授牌仪式暨关爱慰问活动在师寨
镇中心小学举行。

仪式上，县妇联为师寨镇留
守儿童关爱基地授牌，爱心企业
为师寨镇中心小学和幼儿园孩子
捐赠价值11000元针织帽210顶。

丰县妇联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基地建设，是我县关爱留守儿童
工作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县
留守儿童关爱进入了阵地化、规
范化、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时
期。通过此次留守儿童关爱基地

建设，以点带面，进一步推动全县
留守儿童关爱行动的开展，为留
守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营造更加
有利的环境。

全县各级妇联组织以宣传贯
彻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主线，广泛
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法》进学校、
进基层、进家庭宣传活动，引导广
大家长依法承担实施家庭教育主
体责任，有效监护、正确教育、积
极陪伴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面
向广大儿童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
等，深入开展思想引领、家教指导
等，引导广大家长“依法带娃”、科
学育娃，帮助家长儿童提升法治
素养。

授牌和慰问活动结束后，益
人益家志愿者中心志愿者王刚老
师为家长做了《真爱，让孩子更卓
越》的专题辅导，引导农村留守儿
童监护人不能单纯满足孩子的物
质需求，要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
和方法，正确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据悉，县妇联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联合更多社会爱心力量
积极参与不断完善家、校、社协同
育人机制，倾力打造留守儿童学
习、实践探索和认知的高水平教
育基地，促进家校协调有序发展，
让基地真正成为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的沃土与梦想起航点。

关爱留守儿童 传递爱的温暖
丰县妇联举办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基地授牌仪式暨关爱慰问活动

本报讯（融媒体通讯员 欣
闻）为全面推动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城管局根据自身实际，积
极采取四项举措，多点开花，针对
城区占道经营现象进行规范，确
保了城市环境的整洁规范和道路
交通的畅通有序。

通过加强法规宣传，营造浓
厚氛围。丰县城管局执法队员采
取悬挂横幅，张贴标语、设置宣传
栏和橱窗等形式，或利用巡查之
机和业余时间，上门向沿街商户
面对面宣传有关法规，开展城市
管理和综合整治，提升人居环境
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及其将给社
会带来的益处。引导自觉遵章守
规，主动维护良好的城市环境，通
过营造浓厚氛围，为全面展开各
类整治创造条件。

通过强化巡查执法，确保道

路畅通。本着预防为主，严格管
控，切实提升市容环境和确保道
路畅通的要求，以主次道路、学
校、医院、农贸市场周边等人流量
大、消费需求强劲的区域为重点，
采取“广范围覆盖、全方位巡查、
无缝隙监管”的方式，每天对辖区
进行经常性、不间断、高密度、常
态化的执法巡查，及时对各类占
道经营进行制止，对不听劝阻者
依法实施了查处。

通过坚持疏堵结合，切实加
强管控。考虑到无证占道经营者
中，企业下岗人员、农村进城务工
人员及生活存在实际困难的人群
为数不少，该局执法队员按照“主
干道严禁、次干道监控、背街小巷
规范”的原则，一方面进行教育劝
导，引导其进入市场规范经营。
并主动联系街道、社区和市场管

理方，同时设置疏导点，最大可能
地帮助其寻找和申请摊位；另一
方面，通过强化执法力度，在进一
步加强教育劝导的基础上，对不
听劝阻者依法实施查处等，堵住
违章经营的渠道。

结合实际，展开整治。在严
格加强执法巡查，切实做好日常
监管的同时，以严格规范占道经
营为主要内容，开展各种类型、经
常性、常态化、高强度、立体式、全
方位的环境整治。

全面推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城管局四项措施整治占道经营

创创
建建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北
侠）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
全国第六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
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
区）名单，我县榜上有名。

据悉，我县现有耕地面积119.6
万亩，属黄泛冲积平原，地势高亢、
平坦，土质多为沙壤土与二合土，
农村粮食生产以小麦、玉米连作为
主，水稻面积较少，是典型的旱作
农业大县。按照耕种收三大环节
机械化评价体系，20世纪末小麦生
产基本实现机械化，2010年全县基
本实现了玉米生产机械化，2014年
全县基本实现了水稻种植机械
化。2020 年通过省级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验收。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路硕）
为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减少
事故安全隐患。2021年以来，丰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结合实际情况，加
强路面管控力度，持续加大对酒
驾、醉驾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打
击力度，全时段、全路段、全覆盖严
查酒驾醉驾交通违法行为，最大限
度地消除因酒驾、醉驾而引发的道
路交通事故隐患，全力维护辖区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尽管如此，仍有车主酒后违法
驾车，据统计，2021 年酒驾查处
826 起，醉驾 353 起，吊销驾驶证
331本，其中终生禁驾37人。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走亲访
友，欢聚饮酒机会增多，丰县交警
将持续深入开展打击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形成高压严管态势，全面消
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坚决遏制涉
酒交通事故。

我县获评“全国第六批率
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
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加大酒驾醉驾查处力度

县农业农村局召开执法人员
警示教育会议

本报讯（融媒体通讯员 刘
迪雅）为传达学习全县执法司法
部门警示教育会议精神，进一步
增强执法人员廉洁自律意识，近
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召开农业
农村执法人员警示教育会议。

会议要求执法人员要从学习
百年党史中坚守初心使命，永葆
清正廉洁，要在“两在两同”建新
功行动中彰显使命担当，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在服务保障丰县高
质量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作出
更大贡献。一要对党忠诚、执法
为民。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将执
法工作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大局中践行忠诚。主动回应新时
代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主动为民

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持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二要勤学苦练、增强本
领。要大力弘扬“五种风气”，注
重“专业能力学习提升”，学习同
做好执法司法本职工作相关的新
知识新技能，不断完善履职尽责
必备的知识体系。三要勇于担
当、敢于斗争。要自觉加强斗争
历练，面对执法中的歪风邪气，必
须敢于亮剑、坚决斗争，铁面无
私，秉公执法。四要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必须认真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以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努力让群众每时每刻都能
感受到公平正义。五要遵规守
纪，清正廉洁。要始终把党纪国

法放在心中，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六要压实责任，严管厚
爱。要突出抓好内部风险防控，
进一步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办案
说情报告和通报、重点岗位轮岗
交流、“双随机、一公开”等制度，
营造容错纠错的干事氛围推动形
成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与会人员观看了全县执法司
法部门警示教育录《代价》。

会议强调，农业农村执法人
员要深刻吸取相关事件的惨痛教
训，从执法工作中反思对照，从日
常行为中查找不足，全面落实全
县执法司法部门警示教育会议精
神，以案为戒、警钟长鸣，严抓严
管执法活动，确保执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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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史经伟印象

在历代学书者中，20 世纪 70 年
代末 80 年代初生人，大概是无比尴
尬而悲催的一拨存在。

他们没有上辈人的天时。上辈
人如果想学书法，只要愿意求师，大
抵总还能找到一些饱溉民国遗风的
老先生，比如石开之师从陈子奋、谢
义耕、何敦仁，白谦慎之问道萧铁、
章汝奭、王弘之、张充和。而70年代
末 80 年代初的这拨倒霉鬼，其生之
初，我国家饱罹十年丧乱，文脉垂绝
如缕，老辈凋零殆尽，因此他们幼年
所受的“书法”熏染，大抵逃出不乡
间民师或城镇大字报体之审美，多
数人在成年后仍将野狐禅老干体江
湖派奉作书道正宗，从而终其一生
与真正的书法缘悭一面。

他们也没有下一辈人的地利。
90 年代生人如果想学书法，已经普
遍有机会接受专业院校的书法教
育，享受高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眼
福，更兼网络传播的资料之丰和学
习之便，加之书法培训渐渐走入正
轨，在书法全面复兴的大时代下，不
难找到专业的老师、专业的资料、专
业的门径。简言之，下代人在初学
阶段即可从正门而入，从第一口奶
开始便走上正途，即使手上功夫未
到，审美大致不差。想想前述这拨
人在成年之后仍大写老干体而不自
知，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大抵
是时代之悲剧，所谓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

然而在这尴尬与悲催之中，偏偏
有一些不服输的分子，希冀以个人
之力，来超越天时不足、地利不便的
局限。他们愿意在人到中年之后发
愿再从零学起，尝试亲近真正的书
法，借以探究和接续往古的传统，听
从内心的召唤，在微渺的光芒中，追
寻自我的完善。史经伟兄便是其中
的一位。

我第一次见到史兄书法，便为其
醇正的气息所吸引。后来加了微
信，接触日繁，对他的经历略有了

解，发现他也做过记者，又同属于中
年学书的悲催一族，自然多了些惺
惺相惜之意。他从天津师范大学毕
业后，曾短暂在天津滨海时报做过
记者，后到某民企集团宣传部门任
职多年。在集团的一次书法比赛
中，他写的一幅字，受到外请专业评
委的肯定，被拔为头筹。评委还特
意叮嘱他以后认真临帖。有此机
缘，史兄重新拾起了年少时对书法
的爱好，从2011年起起，把临帖学书
当做一件正经功课来做。从自学到
四处求学，从业余玩书法到辞职专
门搞书法培训，越走越远，先后在宁
波和苏州创立了自己的书法培训品
牌，慢慢走出了一条个人化的专业
书法之路。这大抵也是这代人亲近
书法的常见路径，只是史兄走得更
加扎实。

观史兄书法，第一点突出的感觉
是气象之正。

正大气象是史兄一以贯之的追
求。他的楷书主要取法智永、欧阳
询、褚遂良一路，端庄沉稳；行书取
法赵孟頫、董其昌，平和中颇见骨
力。他的作品，放诸展厅，和时风中
那些摇头摆尾扭捏作态者截然不
同，自然显出庄重端严，给人一种端
人正士冠剑上殿、昂然挺立的正大
气象。拜观史兄作品，我常常叹息
于一个人审美的雅与俗，从下笔之
时便有了分野，而寻常书家常以沾
沾自喜者，不知正是其恶俗之处也。

史兄家本徐州丰邑，与刘邦、萧
何、周勃等汉兴人杰同里，自然内蕴

楚汉文化的
刚强深沉；
他又长期生
活于文风蕃
盛的宁波、
苏州地区，
颇受东南文
脉 熏 染 滋
养。因此他
的作品既有
帖学之秀，
又具雄浑刚
健之意，较
少 纤 弱 之
病，这与他
的 人 生 经
历，倒也甚

为相合。一方水土一方人物，史兄
笔下意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点印象是用情之专。
史兄曾求学于陈忠康先生的高

研班，对陈师所提倡的“穷源尽流”
理念，一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
者。学书，需选定一条路之后不断
深入，穷源尽流，直至挖出自己的一
口深井，这也是我自己认同的学书
道路。赵孟頫说，“昔人得古刻数
行，专心而学之，便可名世。”今天，
书法资料空前繁盛，带来巨大便利，
但也足以挑逗和考验一代人的专注

之心。如果今天学米芾，明天学篆
隶，后天学北碑，学习对象不停转
换，却没有一条适合自己的主线，缺
乏一以贯之的规划作引领，年深月
长，精力随岁月颠沛消耗，才华随时
间变成才气最后变作水气般日渐消
散，最终碌碌无成者，正不知凡几！

史兄对于他选定的书学之路所
持有的深情态度，使得他笔下体现
出一派纯正的传统书学气质。他沉
醉于帖学一系中智永、欧阳询、褚遂
良、赵孟頫、董其昌一脉，于端庄平
和中觅得书学三昧，朝夕谛观，未见
烦烦，平和中总有新发现，正可见其
用情之专、砥砺之深。史兄夫人沈
彩霞女士，与他共同经营布谷书画，
教书育人，伉俪情深，相看不厌，此
中殆也有书画陶冶之功乎？

第三点印象是下笔之文。
书法创作者不仅要锤炼技术才

能，也要有感悟生命的文化追求。
史兄毕业于新闻系，做过记者，阅读
和写作本就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
分，这种书卷韵致也体现在他的书
法创作上。2020 年中国书法年展入
展作品，写的内容就是他的自作文
《远心庐随笔》，其中有几则，后来发
表在《中国书法报》上。书法本来是
文人的事情，书法人要尽量远离市
侩气、匪戾气、江湖气、野气、村气，
这些在当代书法圈中屡见不鲜的习
气，史兄皆一概摒而远之。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写大块文章，这是书
法人应做的功课，体现在笔下，就是
个人的艺术取舍之不同。我们更欣
赏那些不仅有艺术才能、而且有文
化追求的书家。

行笔至此，忽然想到一件事。前
几日大雪，几位朋友请竹堂夫子小
坐，席间聊起上世纪新时期以来多
位书法名家的书林旧事。竹堂夫子
揭橥出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
那辈人在岁月沉淀中慢慢分成了两
种类型：既写书法同时又有文章传
世的，其名声影响都可以保持至今；
仅能写字者，不少当年曾葆有大名，
而今多已湮没无闻，其名字甚至年
青一代书者都没听说过……犹记夫
子言罢，杯盘狼藉，夜色阑珊，许多
曾如雷贯耳的名字在空中如流星般
划过，在座诸人皆唏嘘不已。

事后我把这个段子告诉了史兄，
又谈了些书史上的旧闻新知，不知
不觉那天的电话又是一个多小时。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的空疏与粗
鄙，也愿意从完善自我的角度做一
点自己的功课，无奈少年时没有根
基，青年时忙于求学，中年时忙于谋
生，迨到匆匆回首，重新拾起儿时爱
好，转回书法这里日日做功，人生小
半光景早已耗去！大势如此，即使
此生再努力在书法上也不会有多少
成就，这早已是可想而知之事。虽
然这是一代人的悲哀，但总是有些
郁郁不平。我们都暗暗体会到这

点，但又没有说破，挂电话的瞬间，
心下不禁惘惘。

但反过来一想，庄周说“不为无
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书法对当
下的意义，抛却稻粱谋之用，我想应
该是完善自我的工具、亲近传统的
途径、享受美好风景的舟楫，在日常
精进的小确幸中求得内心的安宁与
圆融。既明乎此，倒也没有什么放
不下的了。

相识数年，碰撞不少。史兄好学
深思，小叩辄发大鸣，助我良多，颇
为投契。日常交流中，本着知无不
言的原则，我们也会谈到他的问题：
比如笔画刚直有余而略少婉转；比
如今后如何在擅长的楷行二体之外
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线条、质感等
等，都有所谈及。其实他的这些毛
病我都有，他没有的毛病我也有，这
真是应了吾乡那句老话——“自己一
身白毛，倒说别人是妖精”了，哈
哈。不过往大里看，这些都是皮相
之谈，史兄大度旷达，不会在意我的
吹毛求疵。史兄斋号“远心庐”，出
自陶渊明的名句，“问君何能尔？心
远地自偏。”看到他的书法，这句诗
就常常浮现在耳畔，心中有远方，下
笔自安详，我们都深知自己的缺陷，
也明了自己在书法上的偏嗜之弊，
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可能努力一辈子
也还是一事无成，但是我们还是愿
意一直努力并乐此不疲，这大概就
是两个傻子的偏执与幸福吧。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河南省书

协理事、书法秘笈主编

史 经 伟 ，丰 县 人 ，现 居 苏 州 。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布谷书画
创办人。

2019 年中国楷书年展综合评
审前 100 名（中国书协）、全国第五
届正体书法展入展（中国书协）、
2020 年 中 国 书 法 年 展 入 展（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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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以像外 得其环中
■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