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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驻马店
老年书画作品联展

昨日开幕

□记者 宋馨

本报讯 9 月 20 日上午， 为期 6
天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周口·驻
马店老年书画作品联展在周口市博

物馆隆重开幕。 联展中，既有较高艺
术水准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 240 余
件书画作品，供市民欣赏。

此次联展由周口市委老干部局、
驻马店市委老干部局共同主办，周口
市老年书画诗词研究会、驻马店市老
年书画研究会、周口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 驻马店市直老干部活动中心承
办 ，绘画作品以山水 、人物 、花鸟为
主，书法作品真、草、隶、篆俱全，立意
高远、构思精美、技艺精湛，展现了老
年书画艺术风采和晚霞浓情，表达了
书画家们歌颂盛世、 欢庆改革开放
40周年的共同心声。

近年来，周口老年书画艺术家紧
紧围绕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坚定文化
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的决策部署，将艺术创作植根于改革
发展事业和经济建设之中，以笔墨传
承古风， 把艺术理想融入人民群众，
胸中有大义、肩上有责任、笔下有乾
坤，创作出筋骨丰满、个性彰显、韵味
十足的书画作品。

“此次联展， 为周口老同志学习
外地经验，取长补短，提高艺术水平提
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同时对推动周
口市和驻马店市精神文明建设和老年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

响。今后，广大老年朋友将会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书画作品， 为两市文化艺术
繁荣和交流作出新的贡献。”周口市委
老干部局相关负责人说。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
作品展览。

胡兆锋，66 岁，淮阳县人。 为强化身体素质，他先后拜师学过七氏锤、查拳、心仪六合
拳等。 经过 50 多年的长期锻炼，其身体素质倍棒儿。

退休后，胡兆锋每天早上 5 点钟准时来到淮阳县老干部活动中心锻炼身体，十八般
兵器，最重 6.5 公斤，最轻 2.5 公斤多，样样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他那精准到位的表演动作
不时赢得观众的一片掌声。 图为胡兆锋在锻炼身体。 通讯员 张然 摄

胡文明：诗意人生夕阳红

□通讯员 郭成云 韩俊生

胡文明， 72 岁， 沈丘县莲池镇
人， 中共党员， 2006 年退休， 现为
中华诗词会员、 河南省诗词协会常
务理事、 作家协会会员以及沈丘县
诗词学会会长、 沈丘县诗刊 《颍河
风》 主编等。 这位慈祥和蔼、 睿智
风趣的老人， 退休后不甘寂寞， 继
续发挥余热， 用诗意书写夕阳红。

1968 年参加工作的胡文明 ，先
后任沈丘县第一高中教师、县委党校
理论教员、周营乡党委副书记等。 他
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工作积极，成绩
显著，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
秀党员等。

打铁必须自身硬。 为了带好沈
丘县诗词学会一班人， 当好名副其
实的合格会长， 胡文明努力提高自
身业务能力， 践行了 “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 的格言， 近 20 年来， 他坚
持每年自费外出采风数次， 祖国名
山大川、 古迹圣地都留下他串串足
迹， 三登庐山、 四上井冈山、 六游
武夷山， 连续 10 次参加全国中华诗

词举办的金秋笔会， 并有 10 多首诗
词被评为优秀稿。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快乐， 讲课
的最高境界也是快乐。 胡文明为了
让学员学好、 学会， 并快乐学， 他
把讲课看作是一次温故而知新的学

习过程， 认真备课， 准备充分， 同
时结合实际加入自己独到的看法 。
有学生不懂的地方 ， 他反复讲解 ，
不厌其烦， 带领着诗友们体味诗词
所带来的快乐人生。

俗话说： 要想给人一碗水， 自
身必有一桶水。 由于理论与实践经
验丰富， 待人热情和蔼， 诗友们都
爱听胡文明讲课 ， 并纷纷表示 ：
“胡会长讲的课通俗易懂， 既能学到
知识， 又能愉悦身心。” 胡文明在授
课的同时， 自己也收获很多， 他的
诗词水平不断提高 ， 并先后出版
《山水情怀》 《诗词话武夷》 《春雨
轩吟稿》 等诗集。

工作中， 胡文明对诗词作品要
求特别严格， 每天他都能收到大量
省内外诗友发来的手机稿、 微信稿，
来稿必阅必改， 并写下详语、 批语，

提出意见和建议， 诗友对他的批改
都心服口服 ， 齐夸 “改得恰到好
处”。 由于他严格要求， 诗会会员诗
词水平提高很快。 自胡文明 2014 年
任沈丘县诗词学会会长以来， 积极
鼓励并推荐沈丘诗人走向高层诗坛，
据统计， 目前沈丘县国家级会员已
有 32 人， 相当于前 10 年的一倍多。

“践行诗意人生 ， 诗词之树常
青 。 创作诗词千首 ， 传播社会文
明。” 这是诗友对沈丘县诗词学会会
长胡文明的赞誉。 胡文明把诗词写
作当成一种人生享受， 当成一种生
命需求的同时， 也带着沈丘县诗词
学会一班人在诗词艺术大道上阔步

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