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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退休生活，许多人会想到打牌、跳
舞等休闲娱乐活动。然而，67岁的张德彦老
人，退休后在文学世界中开辟一方天地，畅
游其中而自得其乐，多年来笔耕不辍，收获
颇丰。

在写作中感受无穷乐趣

退休前，张德彦是舞阳县孟寨镇实验小
学的一名语文教师。因为自小就喜欢文学创
作，张德彦在工作中特别关注孩子们的写作
能力，总是给予悉心指导。

尽管收入不高，但张德彦总是将孩子们
的作文认真修改，购买信封和邮票后寄给多
家报社。掌握家里“财政大权”的妻子，很
支持他。每次看到学生的作品在报纸上发
表，夫妻俩都打心眼儿里高兴。

工作之余，张德彦还把自己的一些教学
经验加以总结，时常写一些有关教育理论、
教学方法的论文投给报社、杂志社。

张德彦说：“文学不仅是工作和生活中
的重要工具，好的文学作品具有思想性和艺

术性，更是我们人生中的‘指明灯’和‘调
味剂’。我不是因为工作而喜欢文学，而是
在工作中品味到了文学的无穷乐趣。”

作品多是小品文、诗歌

2009年退休后，为了方便教育孙女，张
德彦搬到市区海河路一个小区居住。

时间宽裕了，他开始将生活中的点滴感
悟和对于过往的美好回忆写下来。他的作
品，多是小品文和诗歌，展现了他对于时代
的观察、人生的思索和生活的热爱。

“有时候一首小诗的初稿一天就能完
成，但推敲、修改至少需要几天，那真是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要说不累那是假
的，好像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进去了，但想
到一个好词时，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喜悦着实令人陶醉，身心也一下子舒坦起
来。”张德彦说。

张德彦的家人对他的这一爱好非常支
持，认为他的作品不但可以给读者带来美的
感受，而且创作本身还有活动大脑、预防老
年痴呆的功效。

每次张德彦闭门创作时，家人都默契地
安静下来，为他提供一个不受打扰的思考环
境。

荣誉当作鼓励和鞭策

张德彦对于创作的多年坚守，不但得到
了家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外界的认可。

近年来，他的多篇作品在全国性的征文
比赛中获奖。《交账》《〈人类只有一个地
球〉教学手记》《我怕统考》等回忆教学生
涯心得、趣事的作品入选 《激情燃烧的岁
月》 大型文集。千言组诗 《癸巳之光》 在
2014年“全国书画摄影诗文艺术大赛”中荣
获金奖，并被编入《中国梦》一书出版。歌
颂家乡人文历史的 《漯舞赋》《神奇少林》
等诗作入选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时
代文艺家代表作年选》一书。尽管有些作品
连稿费都没有，但能够得到外界的肯定还是
让张德彦非常高兴。

他谦虚地说：“虽然当了一辈子语文老
师，但是我心里清楚，我的写作水平还有待
提高。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也
是一种鞭策，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再远
一些。”

马连生是一名党员。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是他的最大特点。

参加工作 30多年来，他一直在基层，先
后在环卫站、城管监察部门和社居委工作。

1980年，马连生成为一名环卫工。他吃
苦耐劳，身体健壮，一扫就是 16年。其间，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严寒，他从不请假、
早退，连年被评为“模范标兵”。

1996 年，老街办事处成立城管监察部
门。马连生担任城管监察部门负责人，带领
20多名城管队员整治占道经营。因工作成绩
优异，1997 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后，马连生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起模
范带头作用。

在城管监察部门工作近 10年后，马连生
被调到老街环卫站任副站长，负责收取卫生
费。他说：“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搬！”

从环卫工成长为环卫站副站长，他深深
了解环卫工的艰辛。2006 年夏天，连降大
雨，他自掏腰包，为环卫工买来胶鞋、雨
衣，方便环卫工在雨中工作。此举得到环卫
工交口称赞。

他还是一名称职的收费员。收卫生费不
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
为说服一户居民交卫生费，他有时要跑五六
趟，苦口婆心地做大量解释工作。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群众工作真诚坦率，解释工
作认真细致，卫生费连年突破 40万元。这不
仅解决了环卫经费紧张问题，还为环卫工人
工资、福利的发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5年，根据工作需要，马连生又到受
降路社居委工作。马连生仍然毫无怨言，继
续踏踏实实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社区开展

“免费爱心粥”活动前期，资金紧张，他主动
拿出 5000元。在他的带动下，党员干部、社
区居民纷纷慷慨解囊，有钱出钱、有物捐
物、有力出力。如今，“免费爱心粥”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孤寡老人、残疾人、环卫工
每天都能到爱心粥屋免费用餐。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
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马连生爱岗敬业，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干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马连生展示了一名基层共
产党员的风采。 （源汇区宣传部推荐）

昨天，郾城区人民医院内科、外
科、五官科等7个重点业务科室的医
护人员，到郾城区裴城镇田古东村义
诊。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

张德彦老人喜欢写作，多年来笔耕不辍

展现美好生活 记录点滴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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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停用一年 居民内急心更急
社居委：整治后移交环卫部门，不久将恢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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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基层30多年

马连生：干一行爱一行

无水无电无水无电

啥时候能用啊？！

本报讯（记者 吴艳敏 于文博） 3月 22
日，市民张女士向记者反映，她家在市区五
一路原车辆厂家属院，院里的公厕已经一年
不能使用了。这给家属院60多户居民的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60多户居民】
公厕一年无法使用

3月 22日上午，记者来到五一路北段的
原车辆厂家属院。这是一个老家属院。走进
院里，记者看到，房子都是平房。

距离门口约 50米的地方，有一个公厕。
那就是张女士所说的公厕，位于家属院一
角，入口用一张破旧的床板堵着。

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张破床板是家属院
的居民放置的。

“这个厕所以前是一个旱厕，一年前改
成了水厕，但改造至今，厕所一直没有通水
电，根本无法使用。院里有60多户居民，大
都是原车辆厂退休的干部职工。”张女士
说，为了防止不知情的人到公厕方便，他们
只好将厕所堵了起来。

记者询问家属院的多位居民，得知家属
院居住的大多是以前车辆厂的退休职工，其
中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居民们的家中

都没有厕所，平时方便全靠这个公厕。自从
这个厕所不能使用以后，他们只好到附近的
其他公厕方便。

记者了解到，距离家属院最近的公厕在
百米开外。部分老人因为腿脚不便，大小便
极其不方便。

居民王女士的母亲今年80多岁，瘫痪在
床，每次方便时，王女士都用盆子接着，然
后再倒入附近的公厕。

“我每天端着这些东西走上一段马路才
能到公厕，十分不便。”王女士说。

此外，一位居民告诉记者，他们家属院
旁边有一个爱心粥屋，每天都有很多老人到
那里喝粥，他们也经常在找厕所时遇到麻
烦。

“公厕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希望有

关部门给公厕通上水和电。”张女士说。

【社居委】
整治后交环卫部门管理

随后，记者将此事反映给戏楼后街社居
委。

社居委主任王锐敏告诉记者，已经有人
向社居委反映过此事。他们已将具体情况反
映给顺河街办事处。顺河街办事处和源汇区
环卫处经过协商决定，由源汇区环卫处接收
这个公厕，以后的管理、维护由源汇区环卫
处负责。

“环卫处要求我们整治一下然后他们再
接收。目前，我们已经着手处理此事。”王
锐敏说，不久后公厕将恢复使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