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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江苏省优
秀工会积极分子、阜宁县益林镇工会工作
者周乃如，就是一位被同行们公认的“书
法状元”。他楷书、行书、草书、篆书样样
精通；毛笔、钢笔、竹笔、木笔字字洒脱。
编印的《周乃如书法作品集》《周乃如四体
硬笔字帖》广受书法爱好者青睐。

周乃如从七八岁起，便在做中学教
师母亲的熏陶下开始练字了，楷书、行
书、草书、篆书都学过，到中学阶段已初
露锋芒，多次在省市大赛中获奖。1976
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到了南京
艺术学院学习书画，毕业后被分配在现
在的连云港市青浦中学执教，1990年因
身体原因提前病退回家专心书法创作。

2008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
一位友人介绍去益林镇工会工作。刚
上班没几天就领到了新任务：阜宁县总
工会要求益林镇创建省级工会工作模
范乡镇，必须在一个月时间内准备好迎
查应考的20多本软件资料。这对于初
涉此岗的周乃如来说无疑是压力山大，
他主动到县总工会请示创建要领，又专
程前往已先于他们成功创下“牌子”的

沟墩镇工会取经学习。
在沟墩，虽然同行热情接待并就资

料整理作了详细介绍，但他仍一头雾
水，无奈硬着头皮对同行说出了想将资
料借回去参考的想法被婉拒。在回家
的路上他不停思考，终于有了主意。

3天后周乃如带着“墨宝”再次前往
求援，同行见后很快“破冰”。经过20多
天的紧张奋战终于大功告成，一举通过
省、市总验收，顺利捧回了奖牌。初战告
捷，既使他更坚定干好工会工作的信心
和决心，又让他体会到了书法的魅力。

16年前，益林镇的工会工作正处于
起步阶段，大多数企业老板和职工对工
会的性质和作用还不太了解。尽管周
乃如一直在企事业单位中来回奔波，但
往往遇到“冷板凳”“闭门羹”。虽如此，
他毫不气馁，一方面用足用活党委、政
府赋予的资源和手段，一方面借鉴沟墩

“书法交友”的成功经验，巧用“杀手
锏”，打好“情感牌”，解决棘手事。

2009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周乃如去
益林镇一家龙头企业与老板沟通建会
事宜未果，次日又去，看到老板在公司
的黑板报前对两名员工指指点点，批评
黑板报的质感太差。他停下脚步稍加
了解，便征询老板意见能否让他一试。

在烈日下，周乃如花了2个小时用4
种字体制作成一面图文并茂、新颖别致
的板报。老板看后竖起了大拇指，请他
到会议室坐，还向他求了一幅4尺横幅
的毛笔书法。当然，建会的事也迎刃而
解。在该公司的影响下，历时3个月时
间，带动了25家企业完成了工会组建任
务，一举跃入了全县先进行列。

像这样的事，对周乃如来说并非个
例。一次在某公司调研时，他发现很多员
工对工资问题反映强烈。他摸清情况后
主动找老板沟通，提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的建议未被采纳。当他通过多方渠道打
听到这位老板对书法很感兴趣后，便自带
宣纸笔墨现场书写两幅作品送上，接下
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便水到渠成，这家
企业员工工资比原来增长了11%。

16年来，周乃如借助书法这一“杀
手锏”，架起了一座与企业老板、基层工
会干部、一线员工互通互助的“连心
桥”，与十多位颇有“个性”的老板交上
了朋友，破解了十多起基层工会组建难
题，化解了数百名困难职工的烦心事。

——与工业园区6家企业主沟通，
为300多外地职工子女争取到每人每学
期600元的助学补贴；

——协助镇工会领导筹划成立了
玻璃、食品、纺织、生态猪养殖四大行业
工会，涵盖企业24家，让1286名农民工
融入工会大家庭；

——动员8位企业老板助资4万多
元，在工业园伊诺公司打造出全镇一流
的“联合职工之家”；将自己编印的《周
乃如书法作品集》《周乃如四体硬笔字
帖》1000多本赠送企业老板、工会主席
和基层职工书屋……

16年来，周乃如连续被评为县先进
工会工作者，2018年4月被省总授予“江
苏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荣誉称号。2021
年他撰写的《服务职工勇奉献，工会发展
勇担当》一文被省总工会评为“学习强
会”行动暨“百年工运话改革，两在两同
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优秀宣讲案例。

保
护
传
统
村
落
，
留
住
美
丽
乡
愁

周乃如：以书法特长架起服务职工“连心桥”
□ 周永祥

江苏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周乃如

徐
曙
光

4月25日20时59分，举世关注的神舟十八号顺利升空。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叶光
富、李聪、李广苏3名航天员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乘组包括1名第二批航天员和2名第三批航天员，3人均
为“80后”。其中，李广苏是继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朱杨柱之后，从江苏沛县走出的第二位中国航天员——

沛县，千古龙飞地走出两名航天达人
记者 胥明虎 通讯员 秦健

4月25日20时59分，举世关注的神舟十八号顺利升
空。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叶光
富、李聪、李广苏3名航天员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乘
组包括1名第二批航天员和2名第三批航天员，3人均为

“80后”。其中，李广苏为江苏沛县人。
李广苏，男，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学士学位。1987年7

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空军中校军
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被评为空军
一级飞行员。2020年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
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李广苏是
继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朱杨柱之后，从江苏沛县走出的第二
位中国航天员。

朱杨柱，男，汉族，籍贯江苏沛县，1986年9月出生于
江苏徐州市沛县大屯街道朱大庄村，是家中的长子，中学就
读于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中学。中共党员，博士学位。2005
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战略支援
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
程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2年6月，入选神舟十
六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出征太空6个月，成为国防科技大
学培养的首位博士航天员和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职业
航天员。2024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
定，授予朱杨柱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
天功勋奖章”。

一个县走出二名航天达人，一时间沛县成为人们津津

乐道的话题。沛县是汉刘邦发兵起家的地方，自古人杰地
灵，素有“刘邦故里，大汉之源”的美誉。西汉时，刘邦册封
的18王中，有沛籍10人；侯爵143人中，有沛籍23人；沛人
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王陵先后为丞相，故历代墨客骚人
对人才蔚起的沛县，多有称颂之作。现在是全国闻名的武
术之乡。也培养出众多体育人才，冬季奥运会冠军韩晓鹏、
齐广璞都是沛县人。

作为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沛县一直有“千古龙飞地，一
代帝王州”的美誉。说起刘邦，不能不提《大风歌》。公元前
196年，刘邦率部平定叛乱,班师回朝途中转道家乡沛县，
与父老乡亲饮酒叙旧。席间，刘邦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击
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

这就是千古绝唱《大风歌》，慷慨悲壮，响遏行云，传颂
至今。“汉”的概念在汉代之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汉代开
始才成为国家概念和民族概念。由于当时的汉朝声威远
播，华夏民众被称为汉人，华夏文化亦被称为汉文化。汉
族、汉语、汉字，皆源于汉朝，缘于刘邦。

沛县，因古有“沛泽”而得名，位于徐州市西北部，处于
苏、鲁两省交界之地，东靠美丽富饶的微山湖，总面积1806
平方公里，总人口129万。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行走沛
县，随处可感受到浓郁的汉文化气息。沛县文化遗产丰富，
名胜古迹众多，泗水亭、歌风台、大风歌碑、汉魂宫、汉高祖
原庙、吕公墓、樊井、琉璃井、吕布射戟台等闻名遐迩。

近年来，沛县抢抓机遇不停步，创新实干勇争先，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2022年，沛县GDP突破1012

亿元，首次迈入千亿元新台阶，成为苏北县级“千亿俱乐
部”的4名成员之一。2023年沛县位居全国县域经济基
本竞争力百强县第40位、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第67位。获
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国
家卫生城提名城市、全国首批武术之乡、全国文化工作先
进县、中国建筑之乡、中国文学之乡、国家旅游乡村振兴
旅游目的地。

为传承弘扬汉文化，自1996年起，沛县每两年举办一
届“刘邦文化节”，迄今已历十四届，业已成为具有海内外影
响力的著名节庆品牌之一。刘邦文化节除开幕式文艺演
出、汉文化研讨会、汉高祖刘邦祭祀大典、经贸洽谈会之外，
还举办民俗表演、淮海经济区商品交易会、旅游推介、武术
比赛、唢呐大赛、书画展览、全民健身广场舞大赛、美食大赛
等活动。文化节的成功举办提高了沛县的知名度，增强了
沛县人民的开放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沛县各项事业
的全面发展。刘邦文化节带动了沛县城市建设、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让当地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沛公园、刘氏会
馆、大风歌广场、汉字广场、文景公园、吕公园、三诸侯文化
园等一系列汉文化建筑拔地而起，更彰显了城市魅力。

如今，沛县的实力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城市凝
聚力上。这种凝聚力更多的来源于当地百姓对城市文化的
理解与认同，来源于文化的感召。每届刘邦文化节期间，几
乎都有当地群众自编自演、打造出独具地方特色的节目。
吸引了全县人民的广泛参与，让每一个沛县人都感受到了
文化的无穷魅力，刘邦文化节已经成为老百姓自己的节
日。生活在沛县这样一座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中，人
们的精神状态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提升。

未来，沛县将继续挖掘汉文化资源禀赋，深度开发县域
历史人文资源价值，依托刘邦文化节现有文化品牌，推动文
化影响力向现实生产力深入转化，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推进沛县高质量发展。

据报道，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藏在大
山里的传统村落数以百计。其中，国家级
传统村落有78个。在有成片的黄泥墙青瓦
房，山也美、水也清的古村落里，怎样实现
乡村振兴，是村民企盼、时代之问。一场

“拯救老屋行动”，燃起村民对乡村振兴新
的希望。截至目前，全县有20多座古廊桥、
200多幢老屋得到修缮保护。

众所周知，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明的
鲜活载体，维系着历史记忆，寄托着浓郁乡
愁。然而，近年来，不少乡村在新农村建设
过程中，没有保护好传统村落，对一些老旧
住宅进行拆除，非常可惜。有的老屋老宅
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有近百年的
历史。可以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建筑宝
物，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老屋老宅随着村民
们拆旧建新逐渐在乡村消失，只能成为了
美好的回忆。

有少数乡镇干部和村民，误解了美丽乡
村和新农村建设的本意，片面认为拆旧建新
就是建设美丽乡村和新农村建设的主题，没
有一种呵护老屋，保护古老建筑，维系乡愁
的强烈观念，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城里来
的游客就是想亲眼目睹原汁原味，古老悠久
的乡村风貌，然而不该拆的拆了，当年的老
宅再也不可能复原，只能成为记忆，实在让
人感到惋惜。

儿时去乡下外婆家时，村子里还保存着许
多老屋老宅，青砖灰瓦，小巷深深，翘脚、黛瓦、
马头墙，雕栏玉砌。老宅的门前是一条贯穿整
个村子的青石板路，房顶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
杂草，外墙上布满了青苔，显示出一种独特的
岁月年轮。童年的我们在老宅的天井旁乘凉，
在院子里玩捉迷藏，是多么的惬意与快乐。

日前，住建部、文旅部等六部门公布了
第六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

单，共有1336个村落入选。至此，全国已经
有 8155 个传统村落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
录。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
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半月谈记者在辽宁葫芦岛、锦州等地
调研了解到，当地一些村庄已被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加以保护，但部分传统村落
保护现状仍不容乐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近 15 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 92 万
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入到保
护古村镇的队伍中来，他们与时间赛跑，为
古村镇的保护与乡土重建鼓与呼。自2012
年我国启动传统村落调查推荐工作以来，先
后已有六批传统村落入选国家级保护名
录。通过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大量濒临
消失的传统村落连同其孕育的地方文化得
以延续下来，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
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完整、活态传承的农
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松阳县为了拯救老屋，全县专门培育了
30多支2000多人的本土工匠队伍，开展拯救
老屋行动，不仅留住了乡愁，而且还可以带
动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各地农村不妨
借鉴一下松阳的做法，在美丽乡村和新农村
建设过程中少一些大拆大建，多一些精心呵
护，能够修缮的老屋老宅一定要修缮，能够
保护的一定要保护好，让极其珍贵的古建筑
以及古树名木等能够在乡村得以保存，让传
统村落以及古建筑的韵味永远生生不息地
延存下去，并一代一代地传承。

沛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