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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青年油画家邢乐的
油画作品唯美纯真，格
调高雅，如春天的微风
在阳光灿烂的冬日里由
远而近。地平线上飞翔
的白云，岸边纯洁嬉戏
的孩童，天真善良熠熠
生辉的眼睛，都是那样
生动传神。邢乐在具象
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探
索实践中，加入了东方
乡土亲情的元素，融入
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拉
斐尔前派唯美主义绘画
的精华。近年来，他的
油画作品入选国家、省、
市美展并获奖，愿他在
艺术求索的道路上勇往
直前。

——陈国华（美术教
育硕士、文艺评论家）

邢乐，河南省美协会
员、焦作市美协理事、焦作
书画院研究员、焦作油画
艺术研究院理事，曾举办

“出神入画”邢乐师生作品
展。《出神入画》参展“河南
省优秀青年美术家作品
展”，《三点到校》参展“河
南省十三届美展”，《夜归》
参展“逐梦威海卫·全国风
景静物油画展”，《冷月无
声》参展“中国汝州·鹳鱼
石斧陶缸杯全国作品大
赛”并被收藏。

邢 乐（照片由本人提供）

（本栏作品均由邢乐作）

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
千年皖楚分张邓，下笔苍茫吐白虹。（书法）

张乐意 作

秋山不可尽，秋思亦无垠。
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国画） 温小国 作

误入桃源里，初怜竹径深。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寻。
舞鹤过闲砌，飞猿啸密林。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书法）

毋 立 作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书法） 靳克军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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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为年近五十，又因为肢体残疾，
2010年，我的爱好从摄影转向写作，主要
写纪实性文章，内容包括身边的英雄事迹
和乡村人物、乡村记忆。如历时一年写成
的1.6万字《荡气回肠创业歌》一文，记述
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西村公社干部
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建青龙洞水
利工程的感人故事，还有讲述英雄事迹的
《共和国功臣赵成金》等。

2017年6月，我有幸被修武县政协聘
为文史撰稿员。经过培训，我对文史资料
有了深刻、全面的认识。从此，我的写作选
题围绕县政协文史委的中心工作进行。

这一年，修武县政协编撰第33辑《修
武文史资料》，我写的《荡气回肠创业歌》
等3篇文章被收录其中，并受到县政协原
副主席、《修武文史资料》创办人毛成身老
先生的高度肯定：“反复研读《荡气回肠创
业歌》一文，越读越感到那气壮山河的场
景就在眼前。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堪与
林县红旗渠媲美的英雄壮举、艰苦创业，
在修武却很少有人知晓。应该感谢作者
用流畅的笔触，把此宏伟画卷全景式展现
在读者面前。”

受到激励，信心倍增。
2019年3月，焦作市政协聘请了61

位特约文史专员，经县政协推荐，我有幸受
聘且是其中唯一的农民文史专员。2022
年，市政协编纂《乡村记忆》丛书，我写的
《磨石坡传奇》等4篇入选。

二

不同于文学创作，撰写文史资料要求
严格遵循“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原则，
力争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当
事人大多已经作古，少数健在者记忆力越
来越差，其子女要么不知情，要么在外地，
挖掘、收集素材十分艰难。为了写好抗日

烈士韩秩吾，我曾两次到山西左
权、河北涉县老区去实地感

受；为了写好上甘

岭功臣营长赵连明，随其后人专程南下信
阳拜访其战友、故事影片《上甘岭》主角张
忠发原型张计发，远赴湖北孝感参观15
军军史馆。

从山门河口至当阳峪口，一条近10
公里长的山岭横亘在南太行和华北平原
之间。山岭上的多座炮楼遗址，诉说着当
年日伪占领焦作时的暴行。1938年9月，
陈赓旅长曾经登上这条山岭，指挥了第五
次道清铁路破袭战。为了留住相应的资
料，5年来，我克服肢体不便，两次攀上陡
峭的山岭，今年6月再次登上山岭拍摄新
貌。

西村乡是革命老区，文化底蕴丰厚，
不仅有绞胎瓷、圆融寺、净影寺、青龙洞为
代表的历史文化，作为抗战时期南太行的
红色桥头堡，红色文化也特别浓厚，英雄
事迹题材十分丰富。过去总以为八路军
是在遥远的山西或者陕北，殊不知昔日身
边许多老前辈当年就是八路军。近年来，
通过走访，我发现有3位竟是卢沟桥事变
爆发之前就参军的。2020年5月，我提
出了“西村，焦作的小延安”的观点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认可，成为家乡开展“红色游”
的金字招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1年6月，
我幸得爱心人士资助，将原创18万字的
西村乡红色故事结集出版，取名《山门河
畔》，向社会各界赠送600余册，给党的百
年华诞献了一份厚礼。

三

想不到我写的文史资料竟然对社会
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

2018年11月，《为了告慰烈士的英
灵——追忆特级战斗英雄、特级人民功臣
赵法英》成文，后被收录《修武文史资料》
35辑。淮海战役功臣赵法英烈士的亲人
十分感动，他们自筹资金，在山门河口外
的马界村建起了烈士纪念亭，亭内安放烈
士雕像，引来众多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

从2019年11月下旬开始，焦作晚报
编辑部安排《荡气回肠创业歌》以连载形
式发表。焦作市水利局领导闻讯，让我到
局机关通过焦作水利大讲堂第18期进行
演讲，对党员进行主题教育。

2019年开始，历时20个月写成讲述
磨石坡村韩秩吾烈士及其红色家族的文

章《满门忠烈，名扬太行》一文。该
村老党员韩满常等人读后深受激
励，在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前夕
建成烈士事迹陈列室。近年来，磨
石坡村吸引社会各界进行各类主题
教育活动。我多次邀请文艺界朋友
到此采风，随后主持编写的《薪火相
传磨石坡》共10万字，其中一半文字
由本人撰写，书稿内容图文并茂。
2022年 9月，焦作日报社与韩秩吾
烈士事迹陈列室联合创办《红色磨
石坡》专刊，这是市级党媒与村级公
益组织首次合作。一年时间出版24
期，不仅我自己撰稿，还接受委托挑
起了组稿编辑的重任。结合乡村振
兴这个话题，众多文艺家到该村就
红色文化如何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献
计献策。

2020年春季，我历时两个月写
的《光荣的村庄，英雄的人民》一文，
是《大南坡》杂志创刊号中唯一的红
色题材文章。次年4月下旬，我应邀
到大南坡讲堂第21期进行了分享，

社会各界150多人到场，连许多大南坡村
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此新闻报道被
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等多家媒体采用。

除红色文化题材外，乡土文化以其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读者。《古树》《窑洞》
《老井》《沧桑古栎寄乡愁》《兴安古驿话西
村》《我们西村曾辉煌》等乡愁系列作品得
到了诸多读者的认可，激发了众多游子的
思乡之情，引起了他们对家乡发展的关注
和关心。

社会需要温暖，正能量必须弘扬。《烈
士遗孤舍己救人》《山门河口生死大营救》
《五湖四海一家人》等文章因为赞美了人
性的光辉，颂扬了见义勇为的行为，受到
许多读者好评。

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2017年受聘
县文史撰稿员至今，我已有29篇、共计12
万多字被收录于市、县文史资料中；在庆
祝党的百年华诞期间，20篇英雄事迹通
过县政协微信公众号《史海拾贝》栏目陆
续推出；连续4年被县政协评为优秀文史
撰稿员，2023年9月受到焦作市老区建
设促进会的表彰；在《焦作晚报》《百家岩》
各有60多篇文章发表，另外有多篇分别
在人民日报客户端、顶端新闻等多家媒体
平台发表；2021年9月，被焦作市作家协
会吸收为会员。

每到年终，劳动者自然要盘点自己
一年的收获。我则调侃说：“你点你的钞
票，我数我的文字！”调侃归调侃，40多
万字的纪实性资料，算不算是一笔精神
财富？

革命老区西村乡，峰林峡、净影寺、青
龙峡。迈开腿观青山绿水，静下心觅红色
足迹。家乡的山水文化、历史文化、红色
文化构成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来
源。昔日，我的摄影活动直接促进了青龙
峡、净影寺等景区的开发。近年来，我多
次向社会呼吁：红色文化，青山绿水；两翼
齐飞，振兴西村！

受组织部门委托，今年7月1日前，我
独立完成了黑岩党史馆全部资料。黑岩
党史馆和韩秩吾烈士事迹陈列室内容均
涉及地方党史、地方武装斗争史、西村英
雄人物事迹，是当地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的理想场所。

目前，县政协文史委有一项重要工
作，即编纂乡村记忆系列丛书，并且要求
村村有内容。西村乡共有35个行政村，
我自然承担了相应的任务。

几年来终日忙碌，不是在伏案撰写文
史资料，就是奔波在收集、挖掘素材的路
上，因而我经营的摄影小店经常闭门，偶
尔有顾客光临还需打电话寻找我。有人
称我是作家，还有人误认为我是政协委
员，我则戏称自己是三不像：不像庄稼人，
不像生意人，不像文化人！

社会跨越了读图时代以后，随着科技
日新月异的发展，小视频越来越火爆，各
类知识和信息如井喷一般铺天盖地而
来。而对于原本就枯燥的文史资料写作
来说，似乎有点“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
窘态。尽管如此，我和文史撰稿员同事们
面对这浮躁、逐利的现实世界仍旧笔耕不
辍，默默地坚守，潜心搜寻历史的印记，努
力再现文化的光芒。

很自豪，因为自己是政协文史员！人
民政协促进了我的进步，《修武文史资料》
促进了我的写作。

□郑乃谦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也是修武县政协成立40周年。作为一名政

协文史撰稿员，每当谈起撰写文史资料时的点点滴滴，感觉就是故事多、收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