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志爱好广泛，除了写
诗，他还喜欢朗诵、唱歌，经
常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出于对诗歌的爱好，王立
志想要利用自己的声音把他丰
富的感情表达出来，爱好诗歌
的同时，他也爱上了朗诵。对
于王立志而言，缺少了朗诵，
诗歌就像吃饭缺了油盐，少点
滋味。“每位诗词创作者都有自
己的创作意图，有个人的创作
背景，朗诵就需要深入了解这
些。而朗诵自己创作的作品，
则更能准确表达出自己的创作
情感。”王立志笑着告诉记者，

自己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太好，
现在还在不断学习，努力提高
自己的朗诵水平。

曾经是一名军人的王立
志，因为爱好文艺，在部队还
学到了一些乐理知识，也让他
爱上了唱歌。平时，在写诗、
朗诵之余，王立志也唱上几嗓
子，现在，他是我市一个艺术
团体中的一名成员。

“其实艺术都是相通的，对
于声乐的学习也有助于提升自
身的朗诵水平。”王立志告诉记
者，自从加入艺术团后，自己
的生活就更加忙碌了，大家经

常在一起排练，参加各种文艺
活动和比赛，“前几天特别忙，
有一天我们参加了三场演出活
动。去年，我们还到香港参加
一个比赛，节目还获奖了呢。”

除此之外，艺术团每周举
办两次大型聚会，请来专业老
师对大家进行教学和指导，王
立志几乎每期不落，不断地从
学习中汲取新的知识。

“我现在每天的生活都是
诗歌和音乐，虽然忙碌但是很
快乐。”王立志说，做自己喜
欢的事，什么时候都不会觉得
累。

生活忙碌而快乐

如今，王立志不仅自己写
诗，还和我市一些诗歌爱好者
组成了一个团体，大家经常一
起写诗，一起学习讨论，共同
进步。对于王立志而言，诗歌
是最美的，最能表达自己心中
真实的情感，这是其他文学体
裁不能比拟的，他的作品也经
常在我市一些诗刊和诗词书籍
上发表。

近年来，王立志还经常受

邀参与歌词创作，对于他来
说，这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歌
词与诗歌不同，需要句句押
韵，朗朗上口。”王立志说，
自己写一首歌，常常向一些专
家请教，和曲作者沟通，初稿
写成后需要一改再改，基本上
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写出一首歌
词。

王立志的作品大部分都是
描写身边的生活，他告诉记

者，无论是写诗歌还是写歌
词，都需要细致的观察与思
考，以及对生活的体验和文化
的积淀。

王立志说，为了写一首关
于棉花的诗歌，他跑到棉花地
里仔细观察；他还曾为保洁员
写了一首歌，为了深入了解保
洁员的生活，他到我市一所学
校做了一名真正的保洁员，最
终创作出一首激情昂扬的歌曲。

用心观察和感受生活

□张应申

回忆像陈年美酒，放得越
久就越醇香。有段记忆特别深
刻，那就是“粒粒皆辛苦”的麦
收往事。

那还是人民公社年代，一
到麦收时节，人们便忙得团团
转……社员们早早就准备好磨
刀石，然后买来镰刀，一张张
磨得锃亮，准备战斗。学校也
要放假，支援“三夏”；教师
则分派到各生产队，与贫下中
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

“再教育”。
开始割麦子了，生产队长

一声令下，男女老少一字排
开，开始一场麦收攻坚战。收
麦哪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的
麦子光秸秆就有一米深，不像
现在的“矮秆丰”是优良品
种；当时又没有机器，用的全
是原始工具，一镰一镰地割，
一个壮劳力一天不休息，累死
累活，也收不了二亩地。

那个时候，整个麦收季
节，从收割、搬运、打场、扬
场，到晾晒、归仓，最后到交
公粮，不得一个多月也得 20
多天。

记得有一年，刚收了两天
麦子，老天就来捣乱，大雨连

绵，下个不停。眼看麦子都生
芽了，没有办法，全体动员光
着脚蹚着水，下地抢收。人多
智慧广，为加快进度，只割麦
穗，不要麦秆，然后像炕烟叶
那样，把麦穗炕干，以保口
粮。尽管如此，最后还是吃了

“芽子麦”！
改革开放，农村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调动起来，但机器还是少得
可怜，收麦仍是个大问题。特
别是像我这样的家庭更显紧
迫，孩子小、劳力少，几亩地
的麦子眼看就要焦到地里，怎
不让人心急如焚？尽管我和老
伴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痛，
还是有大块的麦子没有收完。
就在这“焦麦炸豆”的关键时
刻，单位领导翟校长亲自带
队，自带干粮来到田间，支援

“三夏”，为我们这些教职工排
忧解难。望着他们汗流浃背的
身影，我想了很多，当然也想
到了农业机械化……

再看看现在，实现了农业
机械化的人们，从繁重的体力
劳动中解脱出来，再也不为麦
收担忧了。一曲现代化的劳动
交响乐，响彻祖国大地；一幅
美丽乡村的蓝图，呈现在世人
面前。

时光深处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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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拓展自身的兴趣爱好，展现快乐的老年生活；或在养生与
保健方面有独特的理念的方法；或别具情趣，在生活的某方面有特长和“绝活儿”；或老年夫妻相
濡以沫、相互扶持，有着感人的爱情故事……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线索，请联系我们。电话：
15839581210

本版征集新闻线索本版征集新闻线索

一 边 工 作一 边 工 作 ，，
一边忙着写诗一边忙着写诗、、
朗诵朗诵、、唱歌……唱歌……
他的生活忙碌而他的生活忙碌而
快乐快乐，，诗歌和音诗歌和音
乐乐 ，， 对 于 他 来对 于 他 来
说说，，是生活中不是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精神食可缺少的精神食
粮粮。。他他，，就是就是6363
岁的王立志岁的王立志。。77月月
22日日，，记者采访了记者采访了
王立志王立志，，了解他了解他
的幸福生活的幸福生活。。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六旬老人王立志热爱写诗、朗诵和唱歌

把爱融入诗里 把诗唱进歌里
养生保健

习作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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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志老人正在创作诗歌王立志老人正在创作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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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总是无缘无故、不
自主地出汗，一般在白天并不
炎热，也没有运动的情况下也
会大汗淋漓。

一般而言，这些人大多属
于气虚体质，总是出汗肯定是
这个原因引起的。建议用煅牡
蛎、黄芪、浮小麦各 15 克，

生白芍9克，用水煎服。这四
味药在普通的药店都能买到。

人出汗是一件很正常的
事，但是如果出汗的方式或汗
液的量、色和气味发生改变，
一定要引起重视并抓紧时间治
疗。

据《快乐老人报》

大量出汗者喝牡蛎麦茶

背部是人体四大养生区
之一，睡前捶背可以保养五
脏。

捶背通常有拍法和轻捶
法 两 种 ， 均 沿 脊 柱 两 侧 进
行。前者用虚掌拍打，后者
用虚拳叩击或掌侧叩击，单
手或双手操作均可。捶背可
自上而下，或自下向上轻拍
轻击。很多老人选择自己捶
打 ， 其 实 条 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也可请家人帮忙捶背。
捶 背 的 体 位 以 自 己 舒 适 为
宜，速度最好每分钟 50 次至
70 次。建议老人每日捶背一

至两次，每次时间 15 分钟左
右。

晚综

睡前捶背保养五脏

7月2日，记者来到位于市
区金江路祥和家园的王立志家
里时，他正在作诗。

“我的同学们一起出去游
玩，我有事没去，看了他们在
微信上传回来的照片，我心有
感触，就随手写一首诗。”王立
志告诉记者，每天只要一有灵
感，他会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
本子，或是在手机记事本上写

下自己创作的诗歌。
这位热爱诗歌的老人曾是

我市一家单位的下岗职工，后
来做过粮库管理员、保安、保
洁员等工作。如今，63岁的他
依然没有闲下来，在我市一家
工厂上班。从小就对文学和艺
术有很大兴趣的他在年轻时就
喜欢上了写诗，虽然换了很多
工作，但是不论工作多忙，他

都没有放弃写诗。
现在，他的时间更加充

裕，除了每天晚上在厂里值
班，白天就在家里看书、写
诗。“我晚上在一个朋友的厂里
负责安保工作，白天就在家看
看书，灵感来了就写写诗。”王
立志说，自己经常有感而发，
身边很多事物都能引发出自己
的创作灵感。

生活与诗歌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