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天福的书法作品被印在武汉江
滩公园的广场地砖上。 （王天福提供）

↑市民在观看赵春新写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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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老先生 结伴练地书
对感兴趣的市民，他们免费传授技艺

本报讯（记者 张玲玲） 10 月 21
日上午，在市区龙江路公交总站，市
民雷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了公交车司
机侯耀伟手中。“谢谢你，要不然我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雷女士不停地
表示感谢。

雷女士告诉记者，10月12日晚上
6 点多，她在市区交通路与湘江路交
叉口附近，乘坐 108 路公交车回家。
在市区黄山路与松江路交叉口下车
时，不小心将一个文件夹忘在了车
上。

“我当时在打电话，到站后拿着
包就下车了。”雷女士说，直到过完
马路，她才发现文件夹忘在了车上，
便赶紧打车去追赶公交车。由于没有
记住车牌号，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自己
乘坐的那辆公交车。

随后，雷女士来到市区龙江路公
交总站，想查询公交车信息。“副站
长王都帅开车带我去了两个公交停车
点查问，都没有结果。”雷女士说，
丢失的文件夹里放着她的毕业证、教
师资格证、聘任证以及荣誉证书等与

她职业相关的所有证件。
“这些证件有些无法补办，要是

丢失了可怎么办。”雷女士说，找不
到文件夹，她一夜没有睡着觉。第二
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写“寻物启事”，
5 点就出门散发。当天上午，她又来
到市公交集团，试图查找公交车的信
息。

“我正查找的时候，接到了一个
电话，说文件夹找到了。”雷女士
说，这让她欣喜若狂，“我随即赶到
龙江路公交总站领回了文件夹。”

虽然拿到了失而复得的文件夹，
但雷女士总想当面对司机表示感谢。

“真的是太谢谢了。”雷女士说，10月
21日，趁着周末，她来到龙江路公交
总站，将一面锦旗送到了 108 路公交
车司机侯耀伟手中。

“捡到文件夹后，我就保存了起
来，由于当天我上夜班，下班已经10
点了，所以到第二天才交给总站管理
员。这都没什么，只要是乘客遗忘在
车上的物品，不管大小，我们捡到后
都会上交。”司机侯耀伟说。

乘客遗失重要证件
公交司机捡到归还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在源汇区开源景区河上街古镇一处
广场，每天晚上有3位老人，他们一手
提着小水桶，一手拿着特制的毛笔，在
地砖上认真写字。老人们认真专注，写
的内容有古诗词、成语典故等。老人们
乐在其中，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甚
至拜师学习，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
景。

3位老人爱好写地书

10月21日晚上7点，夜晚的河上街
华灯初上，流光溢彩。附近的居民晚上
来到河上街广场散步游玩，在广场上，
有3位老人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老人们
各一块区域，一手提着红色的小水桶，
另一只手则握着特制的毛笔，在地砖上
写字。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是日
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位头发
花白的老人在地上已经写了不少诗句。攀
谈后，记者得知，这位老人叫赵春新，今
年76岁，在丽江小区居住，老家在舞阳县
姜店乡，做过教师，喜欢古诗词和书法。
因为孩子在漯河工作生活，两年前赵春新
从老家到漯河生活。2017年10月，他让
家人购买了写地书的笔和桶，开始来广场
写字。赵春新表示，写地书不只是一项爱
好，更能锻炼身体，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
种宣传和传承。

徐林福今年71岁，在附近的香樟花
园小区居住。他常写的内容是诗词以及
紧跟时代的新政策等。

61 岁的王天福写地书的时间比较
早，开始于 2010 年前后。他告诉记者，

练习地书不仅是一项健身运动，还有利
于修养心性。“心不静写出的字也不
行，写地书需要运气，全身心投入才
好。”王天福说。

据了解，王天福去年参加过在武汉
举办的一场全国性地书比赛，并获得楷
书组前十名，其书法作品被印在了武汉
江滩公园的广场地砖上。

免费教感兴趣的市民

3位老人告诉记者，因为在广场写地
书，大家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
讨论地书不同字体的写法。

此外，记者了解到，3 位老人还热
心公益，只要有市民表示感兴趣，想学
习，他们都会很热情地指导。赵春新
说，他写的不少古诗词经常被围观的孩
童和市民读念，有时还会有人问上几句
具体释义，他都会耐心讲解。有孩子和
年轻人好奇想尝试着写，他也会热情地
招呼并指导。

徐林福老人也表示，他发现河上街
广场人来人往，不少人看到他们都很好
奇会来围观，这有利于将书法艺术发
扬光大，有利于在年轻人中树立正气，
塑造漯河良好的文化氛围。

“不少外地的游客来了以后，看到
我们在写地书，对咱城市的印象就不
错，觉得咱漯河是个有文化的城市。”
徐林福说。

王天福认为，写地书要想写好，只
有勤奋练习，需要手腕力度、站姿、运
气等全身配合。记者在现场看到，有一
位市民正在王天福写过的字下面临摹练
习，这位市民叫张双强，今年45岁，白
天工作，到了晚上就跟着3位老人，进
行临摹和学习。

“3位老人都特别热情，有什么疑问
都会耐心解答。”张双强告诉记者。

据了解，今年在漯河启动的“书香
中国万里行”活动上，3 位老人还被邀
请到活动现场书写地书，与市民进行交
流。平时，3位老人也参加社区活动。

“只要是有利于传播传统文化的
事，我们都会无偿参与。”徐林福说。

小货车拐弯时侧翻
三千斤鸡蛋碎一地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10月21日，市民王先生给本报记
者打来热线称，市区汉江路附近，一
辆拉鸡蛋的小货车侧翻了，鸡蛋碎了
一地。

随后，记者来到汉江路与伏牛山
路交叉口。在现场，记者看到，侧翻
的小货车还在道路中间，现场一片狼
藉，满地的鸡蛋和塑料筐，路上流淌
着蛋液，现场弥漫着一股鸡蛋的腥
味。

记者在现场得知，上午 11 点左
右，这辆小货车往附近一超市送货，
行驶到路口拐弯时发生了侧翻，并砸
到了迎面而来的小轿车。

“这事也怨我，鸡蛋框子放得太
高，拐弯的时候车身不受控制了，不
过幸好没有人受伤，碰住人家的车该

咋赔就咋赔。”小货车司机说，车上
拉了3000斤鸡蛋，虽然损失不小，但
令他暖心的是，不少市民将没有烂的
鸡蛋拣出来放进了塑料框里。

“人家遇见难事了，咱能伸手
帮，就伸手帮，这么多鸡蛋碎了，这
司机也怪可怜人，希望他下次能注意
点。”周女士边说边帮忙捡鸡蛋。

侧翻的小货车侧翻的小货车。。


