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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刘亚杰

“交融沙澧，溯相期无际，
徒空传说。南澧酥娘莲款款，沙
水玉郎情惬。夕舞朝歌，缠绵怀
抱，引羡零丁月。泻银倾玉，层
粼顿负霜雪……”这首词《念奴
娇·沙澧追古》，发表在 6月 28
日 《漯河日报》 06版。它的作
者，是市公交集团100路公交车
的一位司机，名叫刘俊龙。

参加诗词大会选拔赛

7月28日，记者来到市区铁
东刘俊龙的家里。整洁的家里，
摆放在沙发、茶几上的书籍，大
多跟诗词有关。说起《念奴娇·
沙澧追古》，刘俊龙说：“这首词
在创作的时候，腹稿打了很长时
间，写的时候是一气呵成。这是
我第一次投稿，没想到会发表，
还挺意外的。”

其实，在 2017 年，带着对
诗词的热爱，刘俊龙参加过中国
诗词大会的选拔赛，但因普通话
不好，无缘节目录制。

刘俊龙有些遗憾地说：“我
先去武汉参加选拔赛，但当时就
感觉不是很好，因为我不会说普
通话。后来，北京的节目组给我
打电话，让我说一些古诗词方面
的故事，我也说不来，所以最终
也没有参加成。”

以书为师 学习诗词

43 岁的刘俊龙说，中专毕

业后，他从农村老家来到市里的
棉麻公司上班。后来棉麻公司倒
闭，他就去考了驾照，成了一名
公交车司机。不抽烟、很少喝酒
的刘俊龙，最大的爱好就是读
诗、写诗。

说起跟诗词的渊源，刘俊龙
笑着说：“最开始对诗词感兴
趣，是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
喜欢对联，觉得对联的对仗很有
意思。当时我花了 4块 6毛钱的

‘巨款’买了《对联知识手册》。
那是我第一次买书。而后接触诗
词，我就一发不可收了。”

为了学习诗词，刘俊龙花了
很多钱，买了很多书，有《诗词
概要》《声律启蒙与笠翁对韵》
这样的专业书籍，也有李白、欧
阳修、苏轼等名家名作。

此外，刘俊龙还订阅了杂志

《中国诗词》。
通过看书，刘俊龙了解了平

仄、用韵等关于诗词的基础知
识，并尝试着自己写诗词。尤其
是看书有灵感的时候，他就记在
书上。刘俊龙拿出一本书给记者
看，上面记录了很多他写的诗
词。

刘俊龙指着其中一首落款为
“1995年元月十八日夜”的诗告
诉记者：“这是我当时觉得写得
不错的一首。读诗词的过程，是
让我内心不断丰富的过程。没有
老师，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只
能通过书一点一点学。”

诗词让他热爱生活

说起读诗词对自己的影响，
刘俊龙感慨地说：“最起码感觉
自己的生活是有目标的。”

刘俊龙说，从古人的文字
中，他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
爱。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让他明白不能因为失败、
不如意而丧失斗志。他最喜欢苏
轼的词——那种心胸的开阔不是
一般人能达到的。

刘俊龙说，以古人为鉴，他
一直对生活充满信心。即使下了
岗，他也没有惊慌失措。读诗让
人内心安静，不会纠结于琐事。

刘俊龙对诗词的热爱，也影
响到他的孩子。他的两个孩子，
也都喜欢看书。

虽然工作比较忙，但是开了
一天的公交车回到家后，刘俊龙
还是会拿起书看上一会儿。

刘俊龙刘俊龙

公交司机刘俊龙的“诗词生活”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家在市区交通路开发大厦的
姜春凤老人 90岁，是一名孤寡
老人。源汇区马路街街道马路街
社居委的工作人员，常常到家中
看望她、照顾她。时间久了，姜
春凤老人和社区工作人员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7月30日，记者采
访时，姜春凤老人说：“他们就
像我的家人一样，可亲了。”

给老人买肉夹馍吃

姜春凤的老伴早年去世，她
没有儿女，平日独自生活，虽然
亲戚也会照应她，但不能常常待
在她身边。马路街社居委主任李
亚辉告诉记者，以前社区专门负
责照顾老人的是工作人员林俊
梅。2017 年，林俊梅退休，将
这件事交给了崔梦茹。

“春凤姨在我们社区住了几
十年，我们社居委的人都认识
她。不管是谁，平时看见她都会
和她聊上几句。”崔梦茹说。

7月30日，记者和李亚辉一
起来到姜春凤老人家中。这位
90 岁的老人，身穿背心短裤，
精神矍铄，笑声爽朗。和李亚辉
聊天时，言语亲昵。老人家在六
楼，但她身体硬朗，不怕爬楼，
常常下楼买菜、遛弯。每隔两三

天，她就会到社居委办公室，和
工作人员聊聊天。

“我的电扇坏了，他们怕我
热，前两天还专门给我买了电
扇。”姜春凤告诉记者，“我爱吃
楼下的肉夹馍，他们有时候来看
我，还会给我带肉夹馍。”

把对方当家里人

平日里，姜春凤爱在楼下和
人聊天。社居委工作人员路过她
家楼下时，总会看看她在不在。
如果连续两天看不到她，就要赶
紧到家中看望。“我最怕敲门很
长时间没人回应，担心她在家里
有啥事。”崔梦茹说，上个星
期，她到老人家中探望，敲了近

十分钟的门，也不见老人开门。
邻居们说姜春凤老人出门

了，崔梦茹却不放心。当天下
午，她又到老人家里看望。“看
到她在家好好的，我才安心。”

社区工作人员把姜春凤当自
家老人看待，姜春凤也将他们当
成自己的亲人。姜春凤在家中栽
种了葡萄、无花果等，每年果子
成熟的时候，她都要拿到社居
委，让大家尝一尝。此外，老人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愿意和大家
一起分享。“在这一片，我和他
们最熟。”姜春凤笑着说。

“我们照顾老人，她也给我
们带来了很多快乐。以后，我们
会继续关注她、照顾她。”马路
街社居委主任李亚辉说。

社区都是热心人 九旬老太不孤独

社区工作人员看望姜春凤老人社区工作人员看望姜春凤老人。。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培） 7月 29日晚上，在市
区交通路沙河大桥南岸沙
澧河风景区，从保安手中
接过手机的市民问雪莉，
连连向他们道谢。

7 月 29 日晚上，问雪
莉和朋友到沙澧河风景区
游玩。坐在河边长椅上休
息时，问雪莉拿出手机玩
了起来。晚上 11点多，他
们起身离开，手机却忘在

了长椅上。沙澧河风景区
七标段保安万社成、王立
勤、陶金红，巡逻时发现
了手机，而后一边继续巡
逻一边寻找失主。

回家路上，问雪莉发
现手机不见了，连忙返回
寻找，无果。她用朋友的
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被
告知到保安值班亭领取手
机。经过核实，问雪莉取
回了手机。

本报讯 （记者 陶小
敏） 7月 30日上午，召陵
区万金镇万金村村民刘战
伟，给市宏运集团郾城区
客运站站务员邓永粉写来
一封感谢信：“财物瞬间丢
失，心里万分焦急甚至绝
望，感谢您，我对您感激
不尽。”

7 月 29 日下午，一名
长相老实、神情焦急的男
子向邓永粉求助，说他的
行李忘在了车上，希望站
务员帮他找回。邓永粉了
解到，男子叫刘战伟，是
一名农民工。7月 29日上

午，他从驻马店乘车到漯
河，在郾城区客运站附近
下车，将行李忘在了车上。

行李很重要，但刘战
伟不记得坐的什么车。怎
么办？邓永粉给站上每一
辆驻马店至漯河车的司机
打电话，但问了两遍，没
有找到行李。“也许坐的是
过路车。”邓永粉辗转与驻
马店至禹州的客运公司负
责人联系，终于找到了刘
战伟的行李。7月 30日上
午，那辆客车再次经过郾
城区客运站时，送回了刘
战伟的行李。

本报讯 （记者 李林
润） 7月 30日，在黄河路
兰乔圣菲小区，贴在小区
大门口的“失物招领”引
起不少居民的围观。

小 区 物 业 工 作 人 员
说，7月 29日晚上，一名
保安在小区门口的一辆共
享单车上捡到一个钱包。
他们猜测是失主落在了车
篓里。他们打开钱包，发

现里面有现金和各种卡，
以及一张身份证。“身份证
上的名字是张泽航，家庭
住址写的是我们小区。”这
名工作人员说，他们立即
打印了“失物招领”，贴在
小区出入口。

7 月 30 日下午 5 点 30
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失主已找到，并
已取回钱包。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淇） 7月 30日，来自江西
南昌的张女士说，她要感
谢漯河汽车站的王双梅。

7 月 27 日，王双梅走
到三品检查处附近时，看
到地上有一张车票。她捡
起车票，赶紧根据车票上
的姓名向四周呼喊。“喊了
几声后，一个姑娘跑了过
来。”王双梅说，核对后她
将车票给了姑娘。不一会
儿，王双梅又在候车厅捡
到一个红色女士提包。打
开一看，发现提包内的身
份证正是之前丢失车票的

姑娘的。但是，车已经发
出去了。没想到，一会儿
失主张女士回到汽车站。

“我坐的那辆车都已经快上
高速了，我才发现我的提
包不见了。”张女士说，由
于她带的东西多、身体不
舒服，先是丢了车票，之
后又落下了提包。

“提包里有很多重要证
件，还有一个工作手机，
都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
西。”张女士说，王双梅还
安慰了她，叮嘱她一个女
孩子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
全，让她觉得特别暖心。

游客落下手机 保安捡到归还

站务员邓永粉 帮乘客找行李

捡到女士提包 交还外地旅客

保安捡到钱包 贴告示寻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